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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动因
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聚焦天然气领域∗

丁　 纯　 罗天宇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使能源ꎬ尤其是天然气成为西方与俄罗斯实施制裁与反制裁

的主要博弈领域ꎬ并衍生出一系列危机和问题ꎮ 要想全面评估和预测欧俄能源之争的结

果和影响ꎬ需要回顾和探究欧俄能源合作的历史经纬和动因ꎮ 本文首先从欧俄能源关系

发端的冷战时期开始ꎬ对欧俄能源关系的历史脉络进行回顾ꎻ其次ꎬ从地缘关系、欧盟能

源供应保障与欧盟绿色能源政策三个视角入手ꎬ探究欧俄能源关系的衍变动因ꎻ最后ꎬ展

望能源关系对欧俄关系的影响和前景ꎮ 显然乌克兰危机重塑了欧俄之间的地缘关系并

影响了美欧俄三边关系ꎮ 随着北约重要性的再次提升ꎬ美国在欧洲事务的话语权得到加

强ꎬ欧洲借能源关系缓和对俄关系的设想基本破灭ꎮ 欧盟将降低对俄能源依赖并加速能

源转型ꎬ但欧盟战略自主的能力已然遭到削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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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ꎬ对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

关系产生了直接且巨大的冲击ꎮ 能源不仅成为西方与俄罗斯间实施制裁与反制裁的

对象ꎬ而且直接推动了欧洲乃至全球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和物价上涨ꎬ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欧俄关系的发展ꎮ 欧俄之间的地缘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能源议题驱动ꎬ能源贸易

长期被认为是维持并推动双边关系的重要工具ꎮ 冷战时期ꎬ苏联与欧洲的能源贸易被

部分人士称作“欧洲的隐形一体化”ꎬ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冷战的紧张局势ꎬ因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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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扩大西欧与东欧贸易的重要目标ꎮ① 冷战结束后ꎬ俄罗斯对欧盟的能源供应同

样被认为是俄罗斯融入“欧洲的共同经济和社会空间”的重要步骤ꎮ② 借能源议题缓

和欧俄地缘关系一直是欧盟对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屡因天

然气问题陷入争端ꎬ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甚至对克里米亚地区采取了有限的军事行动ꎬ但直

至 ２０２２ 年年初的乌克兰危机ꎬ欧盟才决定重新思考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ꎬ调整既有对

俄政策ꎮ

苏联与欧共体、俄罗斯与欧盟之间长期保持着较为特殊的能源关系ꎮ 欲理解并分

析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俄能源关系变化造成的影响ꎬ离不开对既有历史的梳理ꎮ 在欧

俄的能源关系中ꎬ天然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欧洲国家曾以天然气为突破口

推动对苏联的缓和政策ꎻ另一方面ꎬ相较欧洲自有矿藏的煤炭、相对替代来源较多的石

油而言ꎬ依托管道传输的天然气ꎬ无论是就可替代供给来源和数量还是可承受的价格

而言ꎬ均难以短期调适ꎮ 因此ꎬ在欧俄能源关系中ꎬ天然气扮演着比石油与煤炭更为令

人注目的角色ꎮ 本文聚焦于天然气领域ꎬ拟在溯源欧俄能源关系历史沿革的基础上ꎬ

剖析塑造欧俄能源关系的重要因素ꎬ继而推演此次乌克兰危机对双边能源及相互关系

变化造成的影响ꎬ并展望其发展前景ꎮ

一　 欧俄能源关系沿革

(一)能源交易与政治缓和:欧俄能源关系的蜜月期(１９６５－２０００ 年)

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关系发展并非一蹴而就ꎬ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也不

是突然出现ꎮ 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交易可以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部分欧

洲国家与苏联的天然气交易ꎮ 此时西欧国家从苏联进口天然气不仅是商业行为ꎬ还与

对苏缓和政策紧密相关ꎮ 天然气成为促进东西欧合作ꎬ进而为处于冷战前线的欧洲提

供安全感的重要贸易领域ꎮ③

时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勃兰特一直是对苏缓和政策的主要倡导者ꎮ 他认为ꎬ囿于

德国和苏联的固有矛盾ꎬ联邦德国无法在争议边界等核心议题上向苏联发起新的倡

议ꎬ但是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有益于推动对苏缓和政策ꎬ经济手段可以在新东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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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重要作用ꎮ① 基于此ꎬ向苏联进口天然气并借机向其出口修建管道所需钢材成

为一种可行选择ꎮ 勃兰特相信天然气交易可以作为联邦德国和苏联就双边条约进行

谈判的基础ꎮ② 在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之后ꎬ与苏联的天然气交易进一步成为对

苏缓和的重要政策工具ꎬ并逐渐扩展至其他西欧国家ꎬ成为欧洲(主要是西欧)整体对

苏缓和的政治标志ꎮ

直至冷战结束ꎬ苏联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交易一直在欧洲对苏缓和政策

上发挥重要功用ꎬ同时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赢ꎮ 苏联得到了外汇与技术ꎬ欧洲

国家确保能源供给多样化的同时ꎬ也改善了地缘政治关系ꎮ 部分国家的制造业亦从不

断扩大的市场中获益ꎮ 明确的贸易关系、不断增长的贸易总量和需求的可预测性让欧

洲各国在合作中确立了与苏联相对稳固而成熟的双边关系ꎮ③ 此时ꎬ欧俄之间的能源

合作处于蜜月期ꎮ

这种蜜月关系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结束ꎮ 苏联解体后ꎬ出于过去成功的合作经

验ꎬ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延续了相对紧密的能源关系ꎮ 此时俄罗斯国内

存在较多困难ꎬ对西方依赖程度较高ꎮ 欧俄能源关系中曾经更为强调的政治利益(对

苏缓和、实现和解)得到淡化ꎬ经济利益逐渐得到更多的重视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能源宪章条约»(Ｅｎｅｒｇｙ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的多边进程与欧盟—俄罗斯«伙伴关系与合

作协议»(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ＰＣＡ)的谈判均体现了欧盟所支持倡

导的自由主义框架ꎮ 欧俄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能源交易体系得到双方认可ꎮ④

由于能源价格回落及可获得性增强ꎬ能源安全问题在欧洲政策议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有

所下降ꎮ⑤ 欧盟委员会于 １９９５ 年发布的«能源政策白皮书»指出ꎬ虽然日益增长的能

源依赖性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ꎬ但不需要采取新的危机应对措施来解决供应安

全问题ꎮ⑥ 在这一时期ꎬ欧盟委员会相信供应安全可以通过构建更大的一体化市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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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ꎮ①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的表现也部分印证了欧盟的判断ꎬ俄罗斯的能源影响力

只局限于原苏东国家ꎮ② 这种影响仅停留在经济层面ꎬ难以上升到政治层面ꎮ③

而就欧盟内部权力架构而言ꎬ此时欧盟塑造欧俄能源关系的能力亦有限ꎮ 能源政

策制定权尚属成员国ꎬ因此欧俄能源关系更多由成员国与俄罗斯双边塑造ꎮ 德国与俄

罗斯就通过越来越紧密的资产交换和双边跨境垂直联盟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ꎮ 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有限公司因此进入德国市场ꎬ而德国燃气公司如鲁尔天然气公司

(Ｒｕｈｒｇａｓ)和巴斯夫下属的温特沙尔公司(ＢＡＳＦ Ｗｉｎｔｅｒｓｈａｌｌ)则能够进入俄罗斯天然

气市场ꎮ

在蜜月期ꎬ两国之间紧密的能源关系使欧盟未将能源视为地缘政治议题ꎮ ２０００

年之前ꎬ欧俄双方都对能源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ꎬ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的推

动下ꎬ双方在能源议题上的合作呈上升态势ꎮ 欧盟试图延续过去对苏联的缓和政策ꎬ

借能源议题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联系ꎮ 正如 ２００６ 年德国的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所

言:“任何谈论‘能源外交政策’的人可能都需要解释其话中的意思ꎮ”④

(二)供应安全与对俄警惕:欧俄能源关系的谨慎发展(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

进入 ２１ 世纪ꎬ石油价格一路飙升ꎬ从 １９９９ 年的每桶不到 １０ 美元上升至 ２００８ 年

的 １４７ 美元ꎮ 原油价格的急剧上升引发欧盟对能源安全的担忧ꎮ 彼时欧盟能源进口

渠道单一ꎬ４５％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ꎬ４０％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ꎮ⑤ 同时欧盟缺乏

有效手段干预国际能源市场ꎬ能源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对欧盟经济产生较大影响ꎮ 基于

急速上涨的能源价格ꎬ欧盟委员会开始呼吁“为能源供应安全制定一项长期战略”ꎮ

但欧委会同时强调ꎬ“供应安全并不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自给率或减少依赖性ꎬ

而是旨在减少与这种依赖性相关的风险”ꎮ⑥ 欧盟的能源政策也从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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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逐渐纳入更多的地缘政治因素ꎬ并着手考虑能源供应安全问题ꎮ① 彼时ꎬ俄罗斯进

一步加强对能源部门的控制ꎬ普京强调能源是俄罗斯的重要国家资产ꎬ因而将多家能

源公司国有化ꎬ并与国际石油公司严厉交涉ꎮ② 基于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与对俄能源政

策的悲观预期ꎬ欧盟重新审视了对俄能源关系ꎮ

欧俄能源关系的波动部分反映在欧盟推进内部能源市场的相关计划上ꎮ «里斯

本条约»的正式生效扩大了欧盟的管理权限ꎮ 该条约的第 １９４ 条明确规定了欧盟能源

政策的四个主要目标:确保能源市场的运行ꎬ确保联盟内的能源供应安全ꎬ提高能源效

率、促进节能和开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ꎬ以及增进能源网络的相互联系ꎮ③ 尽管条

约还强调欧盟不应阻碍成员国在决定其能源资源开发条件、不同能源来源的选择和能

源供应的总体结构方面的权利ꎬ从而保留了成员国在能源领域的部分权限ꎮ④ 但相较

此前ꎬ«里斯本条约»正式确立了欧盟机构与成员国在能源政策上的共同管辖权ꎮ⑤ 自

从欧盟获得能源领域的部分管辖权限后ꎬ曾经囊括上下游产业的那些能源企业被拆

分ꎬ进口、输送和销售的捆绑式商业模式被改变ꎮ⑥ 成员国政府影响能源交易的能力

有所下降ꎮ

欧盟东扩后ꎬ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遗留问题被纳入欧盟的考虑范畴ꎮ 这些

国家对俄罗斯的固有疑虑导致欧盟逐渐对俄缺乏信任ꎬ欧俄对能源合作的不同愿景也

让欧盟不再将俄罗斯视为可靠的能源供给者ꎬ尤其是乌克兰等天然气过境国与俄罗斯

的冲突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对欧盟天然气的供给ꎬ致使欧俄能源关系不断恶化ꎮ⑦ 早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之前ꎬ欧俄之间在部分能源议题上就已处于对抗状态ꎮ⑧ 即便如

７２　 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动因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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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在德国的力推下ꎬ欧盟对俄态度总体而言仍较为积极ꎬ２００５ 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

德在卸任前与俄罗斯达成了北溪 １ 号管道的修筑意向ꎬ并由其继任者默克尔完成ꎮ

欧盟对俄罗斯的警惕态度集中体现在 ２０１５ 年启动的北溪 ２ 号管道建设上ꎮ① 欧

盟和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彼此之间的争端表明欧盟并未就欧俄能源关系的总体发

展方向达成共识ꎮ② 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四国由于对管道进行投资ꎬ对北溪 ２ 号

的建设持积极态度ꎮ 相对而言ꎬ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等因素并不

乐见俄罗斯借此加强对欧盟的影响力ꎬ因此极力阻止该项目ꎮ 欧盟在立场上更接近于

中东欧国家ꎬ希望进一步限制或监管成员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能源协议ꎮ 表 １ 呈现了

北溪 ２ 号在推动建设过程中欧盟及成员国的立场ꎮ

表 １　 乌克兰危机前欧盟利益相关方对北溪 ２ 号的立场

国　 家 立　 场

德国
赞成修建ꎬ并坚称其为“纯粹商业项目”ꎬ但担心其地缘政治影响ꎻ执政联盟内

部分歧不断加大ꎬ绿党坚决反对

芬兰、瑞典 管道将经过两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ꎬ两国立场均是先反对后批准过境

丹麦
管道经过专属经济区与领海ꎬ丹麦先反对后批准过境ꎬ但曾试图通过新法律

以安全为由拒绝管道过境

波兰
因地缘政治原因强烈反对管道建设ꎬ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要求欧委会就项目是否符合

欧盟法律进行审查

波罗的海三国 因地缘政治原因坚决反对管道建设ꎬ要求欧委会审查

法国
法国公司参与投资建设ꎬ法国政府表示希望确保欧洲可以自主控制其能源需

求ꎬ但最终在德国的游说下作出了一定的妥协

荷兰
荷兰公司参与投资建设ꎮ 自决定关闭格罗宁根气田后ꎬ荷兰越发依赖天然气

进口ꎮ 虽然荷兰批评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ꎬ但整体上对北溪 ２ 号持支持态度

奥地利 奥地利公司参与投资建设ꎬ政府支持管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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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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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持有一定亲俄立场ꎬ但是在管道建设问题上要求欧委会进行审查ꎮ 匈牙利的

天然气进口主要走“土耳其溪”管道ꎬ在这一问题上总体表现低调

捷克 要求欧委会审查ꎬ但该项目对本国有利ꎬ整体表现低调

斯洛伐克 要求欧委会审查ꎬ因地缘政治原因反对该项目

罗马尼亚
要求欧委会审查ꎬ总体上倾向波兰ꎬ在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

修订天然气条例

意大利 虽然不满欧盟此前在南溪管道上的态度ꎬ但政府换届后总体上支持管道修建

保加利亚 持有亲俄立场

欧盟能源委员会 因地缘政治原因和供给安全反对管道修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ｏｌｄｔｈａｕ ａｎｄ Ｎｉｃｋ Ｓｉｔｔｅｒ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Ｕ’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Ｇａ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及相关新闻整理而成ꎮ

北溪 ２ 号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德国与欧盟之间的博弈ꎮ 若没有德国的极

力推进与游说ꎬ北溪 ２ 号可能会与南溪管道一样在欧盟的压力下无疾而终ꎮ 但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欧盟对天然气指令的新修正案增加了欧盟在能源议题上的权限ꎬ体现了欧盟对

俄能源关系的警惕态度ꎮ 北溪 ２ 号的案例反映欧盟对俄能源合作的态度渐趋收紧ꎬ这

与 １９９７ 年建成途经白俄罗斯的“亚马尔—欧洲”管道、２００５ 年建成经土耳其向罗马尼

亚和保加利亚供气的“蓝流管道”、２０１１ 年建成的经芬兰湾和波罗的海直通德国的北

溪 １ 号的情形已截然不同ꎮ①

与此同时ꎬ欧盟的绿色转型政策也动摇了欧俄之间的能源关系ꎮ ２００９ 年ꎬ欧盟通

过«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ꎬ强调到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要实现的三大目标:将温室气体排

放在 １９９０ 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 ２０％ꎻ将来自可再生资源的能源消费份额提高到

２０％ꎻ提高能源效率ꎬ以使一次能源的使用比预测水平减少 ２０％ꎮ② ２０１８ 年ꎬ欧盟委员

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在能源部门采取关键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ꎮ 据欧委会估计ꎬ因

向气候中立的经济转型ꎬ欧盟的能源进口依赖度将在 ２０５０ 年从 ５５％下降到 ２０％ꎮ 而

由于进口的减少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导致化石燃料价格的下降ꎬ化石燃料进口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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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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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减少 ７０％ꎮ① 从远期目标来看ꎬ实行脱碳化能源政策的欧盟化石能源进口将大幅下

降ꎮ 而该政策的副产品就是降低对俄能源依赖ꎬ这影响了双方能源关系的长期预期ꎮ

随着中东欧国家入盟ꎬ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态度显著分化ꎬ加之俄罗斯的地缘政

治意图日趋显现ꎬ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发展逻辑亦与欧盟渐行渐远ꎬ欧俄能源关系向消

极方向发展ꎮ 然而ꎬ如表 ２ 所示ꎬ俄罗斯的能源产品仍然对欧盟较为重要ꎮ 俄罗斯联

合以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ꎬ整合中亚能源的出口市场后获得了

更高的能源议价能力ꎮ② 而欧方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成员国力推下仍然保持与俄在能

源领域的审慎合作ꎬ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态势ꎮ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欧盟一次能源进口中俄罗斯能源产品占比(％)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硬煤 ２２.４ ２１.９ ２０.２ ２３.９ ２５.１ ２６.４ ２８.７ ３５.４ ３９.５ ４３.５ ４９.１

原油 ３４.７ ３５.１ ３３.９ ３４.５ ３１.４ ２９.７ ３２.４ ３０.７ ２９.６ ２６.８ ２５.７

天然气 ３０.６ ３２.２ ３１.９ ３６.６ ３３.３ ３３.６ ３９.６ ３８.４ ３７.９ ３８.０ ３８.２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ｔｉｔｌｅ ＝ Ｅｎｅｒ￣
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ｓꎮ

(三)分道扬镳与永久终结:欧俄能源关系的破裂(２０２２ 年至今)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将欧俄能源关系再次推到风口浪尖ꎮ 与

２０１４ 年欧盟仍希望维系合作不同ꎬ针对此次冲突ꎬ欧盟展现出高度的团结性ꎬ集体谴

责俄罗斯的行为ꎬ实施了极严厉的制裁措施ꎬ如能源领域的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原

油和石油产品(通过管道输送的原油除外)、石油运输服务ꎬ以及禁止炼油技术的出

口ꎮ③ 同时ꎬ尽管在天然气贸易方面欧盟仍未达成共识ꎬ但是欧盟高调承诺在 ２０２２ 年

年底前将对俄天然气进口削减三分之二ꎬ一直以来倡导对俄接触政策的德国则宣布将

在 ２０２４ 年之前完全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ꎮ 相较 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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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能源领域的对俄制裁措施ꎬ①此次欧洲的制裁态度更坚决、制裁领域更明确、制

裁力度更强ꎮ

然而ꎬ由于成员国对俄能源依赖程度不一ꎬ欧盟内部分歧仍在ꎮ 欧盟先在影响最

小的煤炭领域形成共识ꎬ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决定对俄煤炭禁运ꎮ 在石油问题上ꎬ欧盟本打

算采取“全面禁油”的措施ꎬ但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对此

激烈反对ꎬ希腊和塞浦路斯也不希望完全禁运ꎮ 因此ꎬ欧盟在 ６ 月形成了一份经各方

妥协的禁油令ꎬ即暂不禁止通过管道供应至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的俄罗斯石油ꎮ

天然气领域的制裁措施则迟迟难以在欧盟层面达成一致ꎬ试图推行“禁气令”的国家

反而是欧盟内部的少数派ꎮ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主张进一步加码对俄制裁ꎬ而奥地利、

德国等国则坚定地表示这一问题“不在讨论的范围内”ꎮ②

这种分歧本是欧俄能源关系继续维系的关键要素ꎮ 俄罗斯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初试图

借“断气”迫使欧洲放松制裁ꎬ这是俄罗斯把能源关系引回既有框架的一种尝试ꎮ 但

随着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底北溪 １ 号和 ２ 号管道的爆炸ꎬ双方能源关系基本全面破裂ꎮ 有学

者评论ꎬ爆炸将彻底终结欧俄能源关系ꎬ迫使布鲁塞尔和莫斯科分道扬镳ꎮ③

尽管过境乌克兰的管道仍然在向欧洲输入俄罗斯的天然气ꎬ但是北溪的切断对德

国产生了重要影响ꎬ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将进一步摧毁欧俄能源关系ꎮ 一直以来ꎬ相

对便宜和丰裕的俄罗斯能源使德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ꎮ 德国的主要能源

公司ꎬ如尤尼珀(Ｕｎｉｐｅｒ)和莱茵集团(ＲＷＥ)均支持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并积极游说政

府ꎮ 此外ꎬ俄罗斯天然气使基民盟能够与绿党达成减少核能并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协

议ꎬ这对于基民盟的执政具有重大意义ꎮ④ 短期内ꎬ德国无法找到廉价俄罗斯天然气

的替代品ꎮ 即使可以通过进口液化天然气满足能源供给ꎬ但是其相对高昂的价格也会

削弱德国产品的竞争力ꎮ

德国的对俄政策会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ꎬ而北溪被炸事件让德国彻底丧失了对俄

能源依赖的幻想ꎮ 在失去德国这样一个试图维持欧俄能源关系的强大力量后ꎬ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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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正确”民意冲击的欧盟只能划清与俄罗斯的关系ꎮ 北溪管道的破裂意味着欧俄失

去在能源议题上关键的谈判筹码ꎬ对双方均造成不利影响ꎬ欧盟的竞争力及俄罗斯的

国际地位都会遭到极大削弱ꎮ

二　 欧俄能源关系的影响因素

纵观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ꎬ本文认为ꎬ欧俄能源关系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ꎬ分别

是地缘政治、欧盟能源供应保障与欧盟绿色能源政策ꎮ

(一)地缘政治

欧俄能源关系既受欧俄双边关系的影响ꎬ也受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的影响ꎮ 在欧

盟成立之前ꎬ西欧国家接受苏联天然气主要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ꎮ 奥地利希望借由与

苏联建立天然气联系ꎬ避免苏联对奥地利加强与欧共体联系的不满ꎻ对于西德而言ꎬ与

苏联的天然气贸易被视作实施社会民主党新东方政策的工具ꎮ 勃兰特希望借与苏联

的天然气交易缓和与苏关系ꎬ并构建一种和睦、互信的政治氛围ꎮ 其有意让德国在能

源上体现对苏联的依赖ꎬ并预计这将使克里姆林宫相信西德有诚意在苏德关系中开辟

一条崭新的和解道路ꎮ

苏联解体和欧盟成立后ꎬ欧盟仍然希望继续通过相互依存实现与俄和解ꎬ德国是

这一政策的主要支持国ꎮ 在双边层面ꎬ德国与俄罗斯建立了一整套机制来发展、支持

天然气交易ꎬ如前述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以及 ２００３ 年圣彼得堡峰会的“四个共

同空间”(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ａｃｅｓ)ꎮ 欧盟希望通过机制的建立ꎬ使得俄罗斯逐渐认同欧

洲的规范和价值观ꎮ 欧盟认为ꎬ制度建设是经济合作的基础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

易成本ꎬ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ꎮ① ２００４ 年ꎬ俄罗斯和德国同意扩大经济关系并加强能

源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０８ 年ꎬ伴随着“现代化伙伴关系”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的推

进ꎬ德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高潮ꎮ 在德国的大力推动下ꎬ欧盟希望借

能源议题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ꎬ２０１１ 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菲永与荷兰首

相吕特曾共同出席北溪 １ 号的落成仪式ꎮ

然而ꎬ随着欧盟东扩ꎬ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对俄的地缘政治判断方面影响力逐渐增

大ꎮ 例如ꎬ波兰曾对德俄之间的能源合作表达高度不满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在布鲁塞尔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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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一次会议上ꎬ时任波兰国防部长西科尔斯基(Ｒａｄｏｓłａｗ Ｓｉｋｏｒｓｋｉ)将俄罗斯与德国

商议修建的北溪管道比作“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 (Ｍｏｌｏｔｏｖ －Ｒｉｂｂｅｎｔｒｏｐ

ｐａｃｔ)ꎮ① 鉴于此ꎬ有研究认为ꎬ能源在欧盟—俄罗斯政治议程上的突出地位源自欧俄

关系中身份和观念的转变ꎬ即能源风险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风险ꎮ② 持这一观点的学

者乐观地认为ꎬ长期来看俄罗斯会逐渐接受欧盟推动的监管与市场规则ꎬ双方可以在

新层面形成相互依赖从而降低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性ꎮ③

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虽然引发了欧盟的强烈抗议ꎬ但是在能源议题上欧盟并未

彻底改变对俄政策ꎮ 北溪 ２ 号亦得到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相关利益集团的投资ꎬ并由

德国力主推进ꎮ 西欧国家的大型能源公司向莫斯科提供融资、技术和大型市场ꎬ这些

国家并不担忧与俄的能源关系ꎬ在对俄制裁背景下仍然主张维持与俄罗斯的传统经贸

与人文合作ꎮ④ 而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则认为俄罗斯正在分

化欧盟ꎬ强烈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措施ꎮ 德国在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后也并未改变其传

统的新东方政策ꎮ 默克尔以灵活的态度对俄进行温和批评并限定了制裁的范畴ꎮ 普

京在该事件后的演讲中表示ꎬ欧洲人ꎬ尤其是德国人会理解俄罗斯的战略选择并期望

德国支持俄罗斯统一的愿望ꎮ⑤ 此外ꎬ欧盟对战略自主的强调使得双方关系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再度升温ꎮ 而俄罗斯更是长期坚持对欧盟高级官员发起游说ꎬ如欧盟

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发布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以来ꎬ为了让俄罗斯天然气与核能获得

“绿色”标签ꎬ俄罗斯能源公司已直接或通过子公司和利益团体的游说与欧盟委员和

高级官员会面 １８ 次以上ꎮ⑥ 俄罗斯天然气协会可以借欧洲重要的游说团体欧洲天然

气工业联盟(Ｅｕｒｏｇａｓ)与欧洲天然气基础组织(Ｇ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ｕｒｏｐｅ)实现自身的

利益ꎮ⑦欧盟内部的天然气公司成为游说欧盟维持与俄能源关系的重要利益集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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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ꎬ欧俄能源关系依旧根植于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中ꎬ且具有复杂

的历史背景ꎮ① 可以看到ꎬ自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 ２０１４ 年并入克里米

亚后ꎬ美国对俄罗斯表现出高度的警惕与敌意ꎬ并对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极为不

满ꎮ 特朗普曾质疑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交易ꎬ并将该问题与北约成员国资格及

军费分担问题相关联ꎮ② 德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攻击对象ꎬ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访问欧洲时ꎬ

特朗普声称“德国是俄罗斯的俘虏”“德国将完全被俄罗斯控制ꎬ因为他们将从俄罗斯

获得 ６０％－７０％的能源供应与一条新的管道”ꎮ 特朗普还将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

与北约国防贡献相联系ꎬ认为德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贡献过少ꎬ而用过多

资金去购买俄罗斯的能源ꎬ这对美国不公平ꎮ③

美国所展现的对欧洲与俄罗斯能源交易的极大排斥由来已久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美国就曾表现出对欧共体与苏联的天然气交易的极大警惕ꎮ 时任总统里根认

为ꎬ欧洲与苏联的天然气交易会极大影响阿富汗战争后对苏的制裁效果ꎮ④ 美欧分歧

推动美国于 １９８２ 年对部分欧洲国家实施管道禁运并威胁制裁那些与苏联进行天然气

合作的欧洲公司ꎮ⑤ 与特朗普的指责相同ꎬ彼时美国也将欧洲国家在防务支出上“搭

便车”的行为与欧洲和苏联的经济交易相关联ꎬ认为这破坏了所谓跨大西洋同盟之间

的团结ꎮ

长期以来美国并不乐见欧俄关系趋近ꎬ常常在欧俄能源关系中发挥消极作用ꎮ 这

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第一ꎬ冷战思维的延续ꎮ 美国将继承了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

斯视为敌手ꎬ而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依托于能源收入ꎬ因此ꎬ美国认为欧洲从

俄罗斯进口能源是一种“资敌”的行为ꎮ 第二ꎬ美国希望进一步巩固自身在欧洲的主

导地位ꎮ 德法在欧盟战略自主问题上长期与美国龃龉ꎬ而欧盟与俄罗斯实现缓和将导

致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ꎮ 第三ꎬ经济利益考量ꎮ 页岩气革命后ꎬ美国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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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能向欧洲出口更多能源ꎬ但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在廉价的俄罗斯能源面前缺乏竞争

力ꎮ

鉴于能源在俄罗斯对外出口中起到重要作用ꎬ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行为带有很强

的政治属性ꎬ这也是美国积极阻止以德法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从俄进口能源的重要原

因ꎮ 正如冷战时期进口“红色天然气”被联邦德国认为是促进欧洲与苏联关系的催化

剂ꎬ冷战后欧俄的能源贸易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ꎮ

(二)欧盟能源供应保障

欧盟能源供应的保障是影响欧俄能源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ꎮ 起初ꎬ欧洲国家采购

苏联天然气是能源供应多样化的一种尝试ꎮ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让欧洲

的石油进口国意识到能源进口单一的潜在风险ꎮ 因此ꎬ来自苏联的天然气成为德国、

法国、意大利等国能源进口的有效替代ꎮ 但彼时欧洲国家对苏联天然气远谈不上依

赖ꎬ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而言ꎬ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的份额在 １９７１ 年仅为 ８％ꎬ其

中联邦德国国内的天然气产量就能满足其总需求的 ７０％ꎮ １９７２ 年联邦德国与苏联签

订第二份天然气合同时ꎬ德国预计到 １９８０ 年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仅达 １４％ꎮ①

因此ꎬ为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ꎬ避免部分欧洲国家仅能从荷兰进口天然气的窘境ꎬ引入

苏联的能源(主要是天然气)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就是保障能源供应的一种手段ꎮ

自欧盟成立以来ꎬ其能源政策的重点便是保障能源供应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欧盟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不断降低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十年间下降 １７.７％ꎬ其中 ２０２０ 年较前一

年下降了 ７.１％ꎬ呈现最大年降幅ꎮ② 鉴于此类能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ꎬ欧盟的

能源进口依赖度逐渐上升ꎮ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对外能源依存度达 ５７.５％ꎮ③ 从表 ３ 可以看

出ꎬ欧盟对石油及相关制成品的对外依存一直在高位徘徊ꎬ而对天然气的依存呈明显

增长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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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欧盟能源进口依存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全部

产品
５５.８ ５６.４ ５４.９ ５３.９ ５４.４ ５６.１ ５６.２ ５７.６ ５８.１ ６０.５ ５７.５

固体

燃料
３８.２ ４０.４ ３９.８ ３９.０ ４１.５ ４１.０ ４１.１ ４３.２ ４３.８ ４３.３ ３５.８

石油 ９４.０ ９３.３ ９３.９ ９４.３ ９４.１ ９６.７ ９４.７ ９３.８ ９４.５ ９６.７ ９７.０

天然气 ６７.８ ７１.６ ６９.２ ６８.３ ７１.９ ７４.５ ７５.７ ８０.２ ８３.３ ８９.６ ８３.６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ｔｉｔｌｅ ＝ Ｅｎｅｒ￣

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ｓꎮ

基于这一现状ꎬ具有全球最大天然气储备与第八大原油储备的俄罗斯在欧盟能源

供应方面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ꎮ 同时ꎬ随着欧盟“弃煤”政策的实施ꎬ在俄罗斯供应商

的积极推动下ꎬ俄罗斯对欧盟的煤炭进口份额亦大幅上升ꎮ

而在石油、天然气与固体燃料中ꎬ保障天然气供给是欧盟能源政策的一大核心ꎮ

与可以多渠道进口的石油和煤炭不同ꎬ自然状态下天然气只能通过管道运输ꎬ因此成

熟的管道网络是天然气贸易的前提要求ꎮ 而可以远距离输送的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又

过于高昂ꎬ绝大多数经济体只将其作为管道天然气的补充ꎮ 因此ꎬ欧盟在天然气上脆

弱性较大ꎬ极易受到天然气能源供给者的影响ꎮ

当前ꎬ俄罗斯、挪威与阿尔及利亚是欧盟天然气的主要供给者ꎮ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从

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已超挪威与阿尔及利亚两者之和(俄罗斯占 ３８.２％ꎬ挪威与阿尔

及利亚合占 ２６％)ꎬ这使得俄罗斯在欧盟天然气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ꎮ① 尽管正尝试

增产ꎬ但是挪威的很多气田位于北海大陆架上ꎬ其天然气生产成本明显高于俄罗斯ꎮ

表 ４ 呈现了欧盟各成员国对俄罗斯天然气依存度的变化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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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 ｎｏｄｅ / １２７６.



表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天然气依存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奥地利 ７９ ９１ １００ ７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比利时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０

保加利亚 ９３ ８６ ８３ ９３ ９４ ９７ ９７ ９９ ９９ ８０

克罗地亚 ３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塞浦路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捷克 ７６ １０９ ８９ １００ ８７ ９５ ９６ １０１ ９６ １０９

丹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爱沙尼亚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４

芬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９ ９８ ９８

法国 １４ １６ １８ ２２ １８ １５ ２２ ２１ ２４ ２５

德国 ３８ ４０ ３９ ４６ ４９ ５６ ７０ ６９ ４９ ５１

希腊 ５２ ５９ ５５ ６６ ５７ ６１ ６３ ５８ ６５ ３１

匈牙利 ７６ ７０ ７９ ８３ １０１ ７２ ８６ １２４ １２２ １７５

爱尔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意大利 １８ ２５ ２４ ４０ ３９ ４１ ３８ ４４ ４５ ４５

拉脱维亚 ６２ １０９ １１４ １１６ ７２ ９９ ８３ １０２ ９９ １００

立陶宛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９ ８６ ３９ ５８ ６１ ５３

卢森堡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７ ２７ ２７

马耳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荷兰 ７ ４ ６ ９ １６ ２０ ３０ ２２ ４０ ３６

波兰 ６２ ６４ ５９ ５８ ５５ ５３ ６２ ５５ ５０ ４７

葡萄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罗马尼亚 １６ １９ １８ １１ ４ ２ １３ １０ １１ ９

斯洛伐克 １００ １０５ ９１ ９６ １０５ ９５ ９２ ８９ ９０ １３７

斯洛文尼亚 ４７ ４８ ４２ ５８ ３７ ３０ ３４ ２３ ３１ １２

西班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９

瑞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英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４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ＩＥ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 / ꎮ 数据中超过 １００ 的意味着该年进口能源

多于消耗的能源ꎮ

７３　 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动因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由表 ４ 可以看出ꎬ奥地利在 ２０１３ 年之前基本完全依赖俄罗斯天然气ꎬ但是在 ２０１４

年之后依赖性骤降为 ０ꎻ意大利对俄天然气依存度不断上升ꎬ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对俄

天然气依存度则不断下降ꎮ 以立陶宛为例ꎬ其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的下降可能源于

政府对国家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Ｌｉｅｔｕｖｏｓ Ｄｕｊｏｓ)的拆分ꎮ 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拥有该公司 ３７％的股权ꎬ政府将该公司的天然气销售和传输业务分开ꎮ① 总体

而言ꎬ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程度高的欧洲国家均是 ２１ 世纪后的新入盟国家ꎮ

随着页岩气革命的出现ꎬ从确保能源供应角度而言ꎬ欧盟的可选择性正在增加ꎮ

美国从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天然气出口国ꎬ有学者指出ꎬ美国的页岩气出口与欧盟的

天然气需求形成了匹配ꎮ② 即使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没有流向欧洲ꎬ其进一步对全球天

然气市场的完善也有利于确保欧盟的能源安全ꎬ降低俄罗斯对欧洲的政治影响力ꎮ③

天然气进口替代国的出现让欧盟更有底气与俄罗斯博弈ꎮ 在能源安全得到进一步保

障之时ꎬ欧盟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战略价值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从能源供给保障的角度而言ꎬ进口能源的不同用途也决定了欧盟

不同国家的“自主性”ꎮ 就进口量而言ꎬ德国与波兰都较为依赖俄罗斯天然气ꎬ同时波

兰对俄罗斯的石油也存在较强依赖ꎬ但波兰的对俄政策远较德国强硬ꎮ 除去历史因素

外ꎬ双方进口能源的不同用途解释了这一迥异的态度ꎮ 德国具有庞大的工业基础ꎬ天

然气消费的 ３８％用于工业且占比不断上升ꎬ另有 ３０％用于家庭供暖ꎬ１２％用于商业和

服务业ꎬ１３％用于发电ꎬ８％用于区域供暖ꎮ④ 因此ꎬ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ꎬ德国化工巨头巴

斯夫的首席执行官薄睦乐(Ｍａｒｔｉｎ Ｂｒｕｄｅｒｍｕｅｌｌｅｒ)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指出ꎬ德

国是欧洲大陆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性最强的国家ꎬ如果俄罗斯断供天然气ꎬ将会使德

国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ꎮ 由于作为化学品原材料的天然

气无可取代ꎬ若俄罗斯断供ꎬ则德国工业可能会遭到惨重打击ꎮ⑤ 与之相对比的是ꎬ波

兰的天然气进口主要用于供暖ꎬ若俄罗斯断气ꎬ波兰可以以煤炭作为替代ꎮ

(三)欧盟绿色能源政策

自«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ꎬ欧盟开始重视气候变化这一议题ꎬ将减排视为核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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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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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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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ꎮ «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的出台标志着欧盟的能源与气候政策逐渐合流ꎬ

欧盟既发展可再生能源ꎬ在绿色经济领域抢得先机ꎬ也试图摆脱能源依赖ꎬ增强能源战

略自主ꎮ 而气候政策逐渐成为欧盟新能源政策的核心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欧盟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ꎬ计划至 ２０３０ 年ꎬ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１９９０ 年水平减少 ４０％ꎬ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能效目标均不低于

２７％ꎮ① «巴黎协定»通过后ꎬ在欧洲议会的推动下ꎬ欧盟在能源政策上进一步凸显雄心ꎬ

提出将可再生能源占比和能源效率的目标分别提高到 ３２％和 ３２.５％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欧

盟委员会发布«具有气候变化政策前瞻性的弹性能源联盟框架战略»(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ｎ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强调欧盟必

须摆脱以不协调的国家政策、市场壁垒和能源区隔为特征的零散系统ꎬ并在评估欧盟能

源状况的基础上ꎬ提出了 ５ 个工作领域和 １６ 个行动要点ꎬ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能源联盟的五个工作领域及其行动要点

能源安全、团结和互信

１.供应商、供应渠道和能源来源的多样化ꎻ
２.关于供应安全的合作ꎻ
３.提升欧盟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ꎻ
４.提高天然气供应的透明度

一个整合的欧盟能源市场

１.内部市场的硬件:增强连通性ꎬ形成统一市场ꎻ
２.使用和更新“软件”ꎬ即内部能源市场的立法ꎻ
３.深化内部区域合作ꎻ
４.为消费者提供一个自由购买能源、使用智能技术的框架ꎬ为市场

带来更多的灵活性ꎬ降低交易成本ꎻ
５.保护弱势消费者

通过降低需求提升能源效率
１.提高建筑业的能源效率ꎻ
２.低碳交通

脱碳化经济
１.为欧盟制定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ꎻ
２.成为可再生能源和存储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调查、创新和竞争力

１.促进增长、提升就业、鼓励竞争ꎻ
２.智能家居和网络、清洁交通和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生产国ꎻ
３.专业的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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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欧盟委员会提出了«面向所有欧洲人的清洁能源一揽子计划»(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Ｐａｃｋａｇｅ)的初步草案ꎮ 该计划包括建筑物耗能、可再生

能源、能源效率、能源治理和电力市场发展等八个方面的建议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新一届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绿色协议»(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是欧盟委员会首次围绕气

候和环境政策制定的全面发展计划ꎮ① 该协议旨在实现以下目标:促进欧盟经济向可

持续发展方向转型、让欧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领导者、推动公众和所有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欧盟提出«减碳 ５５％ 提案»(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ꎬ以落实«欧洲绿色协

议»中所描绘的更具有雄心的气候目标ꎬ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前相较 １９９０ 年实现减排

５５％ꎮ② 同年 １２ 月ꎬ欧盟发布以«氢气和去碳化天然气市场一揽子计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ｅｄ ｇ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为核心的法规ꎮ 该法规为发展替代能源载体制定

了详细的计划ꎬ并确定关键脱碳气体ꎬ如氢气、沼气、生物甲烷、氨气和甲醇ꎮ

从远期目标来看ꎬ欧盟的“绿色新政”既是其发挥自身软实力、维护其作为多边气

候行动领导者地位的重要依托ꎬ也是内部政治正确所在ꎮ③ 曾经被视为激进局外人的

绿党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ꎬ奥地利、德国、爱尔兰、芬兰的绿党成功

加入本国的执政联盟ꎮ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紧迫ꎬ应对乏力的传统政党逐渐失去支

持ꎬ绿党被认为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ꎮ④

欧盟绿色能源政策的实施将带来一个重要的副产品ꎬ即化石能源的进口大幅下

降ꎬ进而动摇欧俄之间的能源关系ꎮ 即便如此ꎬ短期内ꎬ欧盟认为天然气依旧可以在能

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欧盟委员会暂时将燃烧天然气的发电厂视为绿色能源的生

产者ꎬ规定在 ２０３０ 年年底前获得许可的天然气发电厂如果生产一度电仅排放相当于

２７０ 克的温室气体ꎬ即可被视为可持续发电厂ꎮ⑤ 尽管部分国家反对欧盟的天然气政

策ꎬ但欧盟仍在能源转型中为使用天然气留下了缓冲空间ꎮ 由此可见ꎬ绿色能源政策

并不会立刻破坏欧俄能源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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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欧盟推行绿色能源政策也有其内在问题ꎬ鉴于资源禀赋、政治传统、对外政

策的差异ꎬ成员国的能源安全优先事项各不相同ꎬ各国在追求能源转型的速度和动机

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ꎮ① 既有如德国和丹麦这些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ꎬ也

有如波兰这样强力抵制并要求继续使用煤炭作为缓冲的国家ꎮ 此外ꎬ各国在地理位

置、资金条件和技术手段上也存在差异ꎮ 奥地利、瑞典在地理位置上占据先机ꎬ而匈牙

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则缺乏相应的资金条件和技术手段ꎮ②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欧盟推进

２０５０ 年零排放目标的协议就由于波兰、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的反对而未能签署ꎮ

波兰在欧盟参与的气候谈判中更是长期要求照顾其“煤炭利益”ꎮ 因此ꎬ成员国的博

弈对欧盟绿色能源政策的推行ꎬ以及欧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同时ꎬ正如前文所

述ꎬ从俄进口能源兼具地缘政治意义ꎬ且俄罗斯天然气供给是部分成员国工业制造的

必需品ꎬ即使欧盟绿色能源政策得以贯彻执行ꎬ也不意味着其会完全切断与俄罗斯的

能源关系ꎬ更大的可能是借此机会让欧俄能源关系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演化ꎮ

三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俄能源关系的演变

从历史上来看ꎬ欧盟并非没有遭遇过“断气”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由于俄乌双方未就俄

罗斯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的价格和俄罗斯向欧洲转运天然气的过境费达成一致ꎬ俄罗

斯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给ꎮ③ 鉴于此ꎬ欧盟认为ꎬ天然气供给问题最有可能发

生在过境国ꎬ因而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绕过乌克兰获得天然气ꎮ 东起俄罗斯港口

维堡ꎬ穿越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至德国的格赖夫斯瓦尔德的北溪 １ 号天然气管道由此出

现ꎮ 而该管道的开通使得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出口到欧盟的天然气比例减半———从大

约 ８０％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９％ꎮ④ 尽管欧盟也有类似塔纳普天然气管线(ＴＡＮＡＰ Ｐｉｐｅ￣

ｌｉｎｅ)、南部天然气走廊这样从根本上缓解对俄天然气依赖的尝试ꎬ但均未见显著成

效ꎮ 简言之ꎬ欧盟对俄天然气依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ꎬ欧盟也未曾设想从俄罗斯

的能源进口骤然被切断可能引发的后果ꎮ

１４　 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动因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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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再次把天然气问题摆上台前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俄罗斯停止向

乌克兰供气ꎬ随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天然气价格分别应声上涨 ８％和 １０％ꎮ① 北溪 ２

号遭到乌克兰极力反对的重要原因在于ꎬ其担心欧盟可能会在管道开通后无视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ꎮ 因此ꎬ默克尔在力推北溪 ２ 号建设时曾承诺ꎬ即使在该管道开

通后ꎬ德国与欧盟仍然会保障乌克兰作为天然气过境国的地位ꎮ 而乌克兰危机爆发

后ꎬ西方世界并未就对俄政策达成一致ꎬ德国等希望与俄罗斯维持能源关系的国家仍

然有回旋空间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拜登政府放弃了一系列针对北溪 ２ 号的制裁ꎬ实质上默

许了这条管道的存在ꎮ

对欧盟而言ꎬ其与美国对俄的战略目标并不相同ꎬ俄罗斯对美欧双方的直接威胁

迥异ꎮ 推动与俄罗斯能源关系的发展本是欧盟缓和与俄政治关系的重要战略构想ꎬ尤

其是随着欧盟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与推进绿色能源政策ꎬ欧盟相信自身能在与俄罗斯

关系上掌握更多主动权ꎮ 然而ꎬ２０２２ 年的乌克兰危机破坏了欧盟此前的战略构想ꎮ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将力推对俄接触政策的德国与法国置于聚光灯之下ꎮ 在反俄挺乌

成为欧洲政治正确与主流民意之时ꎬ欧盟逐渐形成了今日的冲突是上一次乌克兰危机

时西方对俄绥靖政策结果的共识ꎬ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乃至否定了德法的对俄政策ꎮ②

德法在欧盟政策制定中的道德高点和主导权受到责难ꎬ并受到以波兰为首的新欧盟成

员国的挑战ꎮ 在俄乌两国直接对抗的大背景下ꎬ欧俄能源关系的演变不仅在中短期中

会造成明显影响ꎬ还会带来一些长期、根本性的变化ꎮ

首先ꎬ从短期来看ꎬ与上次乌克兰危机不同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

演变成了一场长期军事行动ꎮ 作为乌克兰的邻居ꎬ欧盟的能源供应及价格受到直接影

响ꎬ这进一步冲击了欧盟的经济复苏ꎮ 在冲突以前ꎬ欧盟经济正逐渐从疫情中恢复ꎮ

而冲突及随后欧盟发起的对俄制裁扰乱了欧洲在金属、食品、石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

品上的贸易ꎬ进而不断推高通胀水平ꎮ 预计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的实际经济增长将不足 ３％ꎬ

低于冲突前欧委会所估计的 ４％ꎮ 而随着态势的进一步加剧ꎬ欧洲经济可能会进一步

陷入衰退ꎮ③ 由于俄罗斯对欧盟能源进口与乌克兰对欧盟食品进口的重要性ꎬ欧盟食

品和能源价格持续飙升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 ８.６％ꎬ１１ 月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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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ꎬ创历史新高ꎬ这直接导致欧元汇率下跌ꎮ 而弱势欧元又可能进一步推高欧洲通

胀率ꎬ引发恶性循环ꎮ 此外ꎬ俄罗斯强硬要求天然气以卢布结算也在稳固卢布汇率的

同时加深对欧盟经济的冲击ꎮ 与乌克兰关系密切并收容大量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匈牙

利的经济受到最大冲击ꎬ同时工业生产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德国、意大利也感受到

经济可能衰退的压力ꎮ 尽管欧盟认为即使俄罗斯全面断气ꎬ其也可以通过采取措施使

得经济压力降至可以承受的地步ꎬ①然而ꎬ欧盟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ꎮ 同时ꎬ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冲击了欧盟的粮食安全ꎬ从乌克兰进口的玉米、小麦、油菜籽的减少

直接带来了欧盟的食品工业与饲料价格飙升ꎮ

其次ꎬ就中期而言ꎬ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欧盟共识可能会进一步撕裂欧洲ꎬ能源价

格居高不下带来的欧洲竞争力下降会加剧欧洲政治极化ꎮ

当前ꎬ欧盟成员国基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言称应当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能

源关系ꎬ但客观上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的不同加剧了成员国内部的分歧ꎬ本

就在绿色能源政策上具有分歧的“老欧洲”与“新欧洲”的矛盾可能因此被进一步诱

发ꎮ 欧盟各国在中断与俄罗斯能源关系后遭受的影响、各国能承担的限度均不相同ꎬ

一致的欧盟对俄态度定会诱发成员国间的冲突ꎮ 同时ꎬ各国为保护公民免受能源成本

飙升而承受的经济代价也存在差异ꎬ如德国实施的 ２０００ 亿欧元能源补贴支出计划引

起了部分欧盟成员国的不安ꎬ其他国家认为这超过了欧盟内部较贫穷国家的承受限

度ꎮ②

而此前欧盟能源转型中传统煤炭能源因其使用时产生的高碳排放量而最先为欧

盟国家所淘汰ꎬ但为了解决降低对俄能源进口后带来的实际问题ꎬ欧盟内部在煤炭使

用上达成妥协ꎬ如欧盟已经允许罗马尼亚等成员国推迟关闭煤矿ꎮ 尽管煤炭的使用应

不会动摇欧洲绿色能源政策的实施ꎬ只是短时的应急之用ꎬ但此前弃煤并遭受经济损

失的欧盟国家可能会因为政策回摆而感到不满ꎮ 另外ꎬ欧盟内部还存在借能源转型之

时向欧盟提条件的现象ꎬ如匈牙利希望得到欧盟大额资金补助用于升级相关炼油厂ꎬ

同样令欧盟犹疑不决ꎬ因为该举动违反欧盟内部的竞争规则ꎮ 欧盟各国“自行其是”

的可能性大为增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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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欧俄能源关系的破裂还会降低欧盟制造业的竞争力ꎮ 由于能源价格持续在

高位运行ꎬ能源密集型产业可能会无利可图ꎮ 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法国、希

腊、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和西班牙 １５ 国联合致信欧盟能源专员西姆森(Ｋａｄｒｉ Ｓｉｍｓｏｎ)ꎬ要求欧盟对天然气价格

设定上限ꎬ以帮助保护在能源价格飙升的重压下行将崩溃的行业ꎮ① 欧洲的深度衰退

是不可避免的ꎬ据德意志银行预测ꎬ２０２３ 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３％ꎮ② 由此

带来的制造业转移会直接冲击欧盟内部较贫困的群体ꎮ 他们在享受不到廉价能源的

同时还可能失去工作ꎬ继而其可能投票支持欧洲右翼政党ꎬ加剧欧洲政治极化ꎮ 意大

利极右翼领袖梅洛尼(Ｇｉｏｒｇｉａ Ｍｅｌｏｎｉ)在大选中获胜表明ꎬ越来越多的相似的领导人可

能会被失望的欧洲人选举上台ꎮ

最后ꎬ长期来看ꎬ欧俄能源关系的彻底改变还会影响美欧俄三边关系ꎮ 俄罗斯的

能源影响力将遭到重挫ꎬ本来试图秉持战略自主的欧盟将进一步靠向美国ꎮ 将国家主

权置于自然资源之上并利用其出口创造经济增长是俄罗斯的长期政策ꎬ而普京执政以

来ꎬ天然气出口还被视为俄罗斯重新在国际事务中获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ꎮ③ 以德国

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与俄罗斯形成的能源共同利益实则反映了俄罗斯以能源交易为杠

杆影响欧盟的方式ꎮ 但这种合作随着 ２０２２ 年年初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已然接近终结ꎮ

大量欧洲能源公司开始撤出俄罗斯并停止与其在能源项目上的合作ꎮ 美国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能源分析师察福斯(Ｎｉｋｏｓ

Ｔｓａｆｏｓ)认为ꎬ这是“俄罗斯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终结的开始”ꎮ④ 此前欧盟试图避免的能

源议题安全化问题将成为现实ꎮ 与俄合作最为紧密的德国也表态ꎬ将反思北溪 ２ 号项

目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德国更是表示将遵从欧盟的制裁令ꎬ从 ８ 月 １ 日起停止购买俄罗斯

煤炭ꎬ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ꎮ

欧盟内部已经对如何取代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做出了一系列评估ꎮ 欧盟并不担心

中断或降低与俄罗斯能源贸易后的石油与煤炭供给ꎮ 于石油而言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成员国拥有 １５ 亿桶石油存储量ꎬ足以替代俄罗斯一年的石油出口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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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急石油库存可以满足 ９０－１００ 天的需求ꎬ国际能源机构已经同意从其紧急储备中

释放 ６０００ 万桶石油ꎮ 而煤炭的供应尽管在全球市场上存在一定问题ꎬ但由于拥有大

量灵活的供应方并可内部挖掘ꎬ俄罗斯煤炭可以被取代ꎮ 相较于石油和煤炭ꎬ天然气

的替代供应面临更大挑战ꎮ 据计算ꎬ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可能减少

９０％以上ꎮ 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可以提供约 ５０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ꎬ从阿塞拜疆、阿尔

及利亚和挪威则可以进口额外的 １０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ꎬ尚有大约 １３５ 亿立方米的俄罗

斯天然气难以被取代ꎮ 除进口多样化外ꎬ有数据指出ꎬ在供暖季节将建筑物的温度降

低一摄氏度ꎬ在夏季将空调温度降低两摄氏度ꎬ可以减少近 ２０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用

量ꎮ① 因此ꎬ欧盟也在大力倡导居民节能减排ꎮ 从实际进口量而言ꎬ自乌克兰危机以

来ꎬ欧盟对俄罗斯进口天然气量持续下降ꎬ当前每周已然不足 １０ 亿立方米ꎬ跌至去年

同期的三分之一ꎮ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向欧盟进口天然气变化量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俄罗斯向欧盟进口天然气总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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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进口与最高进口指的是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间极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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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对俄能源进口下降的问题ꎬ欧盟委员会借势提出了为欧洲提供负担得

起、安全和可持续能源的“重新赋能欧盟”(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计划ꎮ 在该计划中ꎬ欧盟试图

提高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的液化天然气量并加大从挪威进口的天然气份额ꎻ加强在南

部走廊与阿塞拜疆的合作ꎻ与埃及和以色列等天然气供应商达成政治协议ꎬ增加液化

天然气供应ꎻ重启与阿尔及利亚的能源对话ꎻ继续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地区主要

能源生产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ꎻ与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天然气买家协调ꎻ探索尼日利

亚、塞内加尔和安哥拉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潜力ꎮ① 欧盟试图加强与其他国

家的合作以取代俄罗斯的能源进口ꎮ 实际上ꎬ欧盟从挪威、阿尔及利亚等国进口的天

然气并无较大增长ꎬ而是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的进口ꎮ 总体而言ꎬ相较于 ２０２１ 年ꎬ欧盟

的天然气进口自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起方出现明显下降ꎬ但仍高于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最低进口

量ꎮ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评估ꎬ如果俄罗斯在 ７ 月削减供应ꎬ欧盟在普通冬季将缺乏

３０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ꎬ如果冬季异常寒冷ꎬ将缺乏 ４５０ 亿立方米ꎮ② ２０２２ 年冬季ꎬ欧

盟部分成员国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供暖问题ꎬ因此ꎬ欧盟将会通过号召自愿减排、减少工

业用能源以及重新投入使用煤炭等能源解决这一问题ꎮ 从当前欧盟的实际举措来看ꎬ

摆脱俄罗斯能源供给并非不可想象ꎮ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欧盟进口液化天然气变化量

如图 ２ 所示ꎮ

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俄罗斯对欧能源影响力的下降ꎬ北约将重新获得强大

的行动力ꎮ 在处理俄罗斯对欧洲军事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威胁方面ꎬ美欧之间始终存在

较为明显的分歧ꎮ 美国一直试图威慑和遏制俄罗斯ꎬ除德法外的大部分欧洲北约国家

支持美国的政策ꎮ③ 但是德国、法国始终持有与俄罗斯保持接触的政策倾向ꎮ 而俄罗

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彻底扭转了这种态势ꎬ德国已多次表达对既有对俄政策的反思ꎮ

此外ꎬ能源脱碳化已经不仅是气候领域的议题ꎬ还与欧盟的安全、外交密切相关ꎮ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已经是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重要前提ꎮ 传统上依赖煤炭部门的波

兰是欧盟进一步加强绿色能源转型的主要掣肘之一ꎮ 然而ꎬ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ꎬ波

兰可能会选择与欧盟保持步调一致ꎬ加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ꎮ 此外ꎬ欧盟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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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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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ｉｎｆｏ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ａｌ /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ｕｒｏｐｅ＿ｅｎ.

Ａｎｄｒｉａｎ Ｐｒｏｋｉｐꎬ “Ｔｈｅ ＥＵ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ｉｎｇ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４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ｐｏｓｔ / ｅｕ－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ｕｎｉｔｙ－ｆａｃｅ－ｒｕｓｓｉａｓ－ｅｎｅｒｇｙ－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ｉｎｇ.

Ｎｉｇｅｌ Ｇｏｕｌｄ－Ｄａｖｉｅｓꎬ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ｈｙ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Ｋｅｅｐ Ｕｐ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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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ａ－ａ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转型也能得到美国等盟国的大力支持ꎬ一定程度上这些国家愿意为欧盟承担一定的转

型成本ꎮ 这使得欧盟可能会以此为契机ꎬ提前实现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目标ꎮ 而在这

一过程中ꎬ欧盟内部也会加强能源整合ꎬ如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然气网络连接到意

大利的管道ꎬ并延拓到德国ꎬ以应对俄罗斯的施压ꎮ

图 ２　 欧盟进口液化天然气总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Ｇｅｏｒｇ Ｚａｃｈｍａｎｎꎬ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ｇａｒａｖａｔｔｉ ａｎｄ Ｂｅｎ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ｍ￣

ｐｏｒｔｓ ” 最低进口与最高进口指的是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间极值ꎮ

四　 结语

通过回顾欧俄能源关系的演进历程ꎬ不难看出ꎬ政治因素而非单纯的经济因素ꎬ影

响了欧盟(欧共体)对俄罗斯(苏联)的能源政策ꎮ 冷战时期ꎬ双边紧密的能源贸易关

系是欧洲国家对苏联缓和政策的标志性体现ꎮ 即使在冷战的高峰期ꎬ欧洲国家也意识

到ꎬ与苏联陷入全面对抗只会让欧洲成为美国的马前卒ꎬ而得到苏联相对廉价的能源

则有助于降低对美依赖并提振欧洲相关产业的竞争力ꎮ

冷战结束后ꎬ欧盟在对俄能源议题上更加注重对经济因素的考量ꎮ 这部分源于欧

洲对经济全球化的乐观态度ꎬ彼时欧盟认为紧密的贸易联系能加深与俄罗斯的双边关

７４　 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动因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系ꎬ并将其纳入“欧盟规范”之下ꎮ 对俄缓和的政策一直为欧盟所延续ꎬ德法两国出于

战略自主、经济利益等因素一直积极推动该政策ꎮ 即使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欧盟对俄态度也较为暧昧ꎬ与俄保持一定“默契”ꎬ保留回旋空间ꎮ 欧盟虽然试图与俄

保持密切的能源关系ꎬ但为了维持欧盟在全球气候议题中的领导地位ꎬ并呼应成员国

的政治正确ꎬ欧盟推出“绿色新政”ꎬ其副产品是降低对俄能源进口ꎮ 但欧盟的绿色能

源政策并不是要切断对俄能源关系ꎬ而是试图扭转对俄罗斯的过度能源依赖ꎮ

然而ꎬ２０２２ 年年初的乌克兰危机打破了欧盟对俄关系缓和的战略构想ꎮ “反俄”

成为欧盟内部的政治正确ꎬ欧盟及成员国失去继续对俄缓和的政治合法性ꎮ 德国、法

国在对俄政策上的主导地位遭遇波兰等新成员国的冲击ꎮ 一旦美欧俄三边关系中缺

失了俄罗斯ꎬ本就在博弈中“走钢丝”的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滑向美国ꎮ 欧俄能源关系

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欧盟地缘政治风险上升ꎬ还会让欧盟产业竞争力下降ꎬ这直接削弱

了欧盟战略自主的能力ꎬ加深了其对美国的依赖ꎮ 即使欧盟可以借绿色转型来解决当

前面临的能源问题ꎬ这一尝试的成效仍然取决于欧盟的能源需求能否找到新的、成本

可负担的供给途径ꎮ 即便如此ꎬ产业竞争力的下滑可能是不可逆的ꎮ 乌克兰危机所带

来的欧俄能源关系破裂ꎬ形成了欧盟战略自主的意愿和能力之间的鸿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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