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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２０２３ 年ꎬ欧盟提出对华关系“去风险”ꎬ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ꎮ 鉴于清洁

能源在欧盟绿色发展中的核心战略价值ꎬ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去风险”行动在欧盟整个

“去风险”行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实

质在于重构其清洁能源供应链ꎬ增强本土制造生产能力ꎬ降低对华依赖ꎮ 欧盟的清洁能

源供应链“去风险”行动主要涵盖关键矿产资源供应、清洁能源制造生产、清洁能源技术

和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外合作等领域ꎬ其主要动因在于提升清洁能源供应链韧性与经济竞

争力、强化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与战略自主性、恢复并振兴欧洲经济ꎬ其主要举措集中于

提升本土绿色制造能力、降低关键矿产对外依赖程度、构建保护型市场机制和阵营化合

作机制等方面ꎮ 当前ꎬ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正处于敏感、关键的特殊时期ꎬ欧盟清洁

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将强化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化趋势与分化态势ꎬ延

缓全球气候治理进程ꎬ最终给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带来负面影响ꎬ并对中欧绿

色合作产生消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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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ꎬ无论是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带来的剧烈动荡ꎬ

还是欧盟内部面临的民粹主义兴起、右翼势力抬头等发展趋势ꎬ均表明欧盟的发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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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重大挑战ꎬ给欧盟内外政策的调整与变革带来巨大压力ꎮ 与此同时ꎬ俄乌冲突持

久化、国际经济安全化和政治化趋势日益突出、中美战略竞争凸显、全球碳中和潮流下

国际绿色竞争加剧ꎬ也表明欧盟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ꎮ 正是在此种复杂

背景下ꎬ欧盟试图重新定位对华关系ꎬ在 ２０２３ 年年初提出并开始实施所谓的“去风

险”(Ｄｅ－ｒｉｓｋｉｎｇ)行动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发表公开演讲时指出ꎬ欧盟应将对华合作与贸易重新聚焦于“去风险”上ꎬ采取政

策工具来应对不公平的做法ꎬ这是其首次提出“去风险”概念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冯德莱

恩在墨卡托中国研究所(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发表演讲时ꎬ重申了“去风

险”这一理念ꎬ提出了在经济领域“去风险”的四大支柱:第一ꎬ使欧盟的经济和工业更

具竞争力和弹性ꎬ尤其需要提高在健康、数字化和清洁能源发展层面的竞争力ꎻ第二ꎬ

充分利用欧盟的贸易工具箱ꎬ强化关于 ５Ｇ、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管制等方面的欧盟层

面的贸易管控力度ꎻ第三ꎬ欧盟需要确定其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在敏感高科技领域的未

来关系ꎻ第四ꎬ在事关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上与七国集团(Ｇ７)和二十国集团(Ｇ２０)等

伙伴的立场协调一致ꎮ②

如今ꎬ“去风险”正在成为欧盟对华关系和战略定位的一个关键“标签”ꎬ也日益成

为影响欧盟对华总体关系认知、处理对华经济贸易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总体来看ꎬ

欧盟提出对华关系“去风险”ꎬ有着复杂深入的内部酝酿和欧美协调因素ꎬ③其所谓的

“去风险”也聚焦于经济贸易领域的多个方面ꎮ 鉴于欧盟正在大力推进的“欧洲绿色

协议”(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在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突出地位ꎬ以及清洁

能源在欧盟绿色发展(转型)中的核心战略价值ꎬ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去风险”行动在

欧盟整个对华“去风险”行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的政策简报所指出的ꎬ“去风险”已经成为欧盟

对华新策略的指导原则ꎬ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努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绿色技术领域ꎮ④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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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有着复杂的内外背景:既有全球碳中和潮流

推动下国际绿色竞争加剧、绿色技术及相关绿色产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性日

益突出等全球性趋势的驱动ꎻ又有在俄乌冲突严重影响下ꎬ应对自身面临的能源安全

挑战、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现实需要ꎻ更有面对中国在清洁能源领

域的快速崛起ꎬ需要维护其低碳经济时代主导地位的战略考量ꎮ 因而ꎬ“去风险”行动

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下促成的特定行动ꎮ 清洁能源在欧盟的整体经济发展

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联动和集聚效应ꎬ相应地ꎬ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安全性、自主性及

国际竞争力对于欧盟的经济安全与国际经济权力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战略价值ꎬ也由此

成为欧盟“去风险”行动的重要领域ꎮ

毫无疑问ꎬ鉴于欧盟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中的重要地位ꎬ它在清洁能源领域的

对华“去风险”行动ꎬ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气候治理、全球能源转型及全球碳中

和进程的推进ꎬ对于中欧绿色竞合关系ꎬ对于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及清洁能源转

型ꎬ都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ꎮ 那么ꎬ欧盟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基

本内涵及其本质是什么? 欧盟在清洁能源供应链领域推进对华“去风险”行动的目标

是什么? 其具体行动举措及动因是什么? 这些战略行动对全球能源转型、全球气候治

理以及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景将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ꎬ以便透

过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ꎬ进一步深入理解正处于关键时期的全

球气候治理、全球能源转型及中欧绿色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ꎮ

二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内涵与本质

当前ꎬ在全球碳中和潮流的推动下ꎬ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日益凸

显ꎬ国际绿色竞争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ꎮ 正是在此复杂态势的影响下ꎬ欧盟出于自

身的产业利益、安全利益ꎬ以及与美国特殊联盟关系等考量ꎬ在清洁能源供应链层面采

取了一系列对华“去风险”行动ꎬ力图重塑其清洁能源供应链ꎬ确保欧盟的能源安全、

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力ꎮ

(一)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内涵与国际绿色产业竞争加剧

清洁能源供应链是指清洁能源生成、加工、运输、储存、消费等环节的上、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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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链条ꎬ包括上游原材料、中游关键零部件和辅材、下游整装设备三个环节ꎮ①

从能源分类的角度来说ꎬ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清洁能源是风能、太阳能、潮汐能、

地热能和生物能ꎮ② 从应用层面看ꎬ清洁能源供应链主要分为太阳能光伏供应链、风

能供应链、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上、中、下游三个环节ꎮ③ 从其生

成的基本逻辑来看ꎬ清洁能源供应链是指在国际资本的驱动下ꎬ清洁能源按照自由市

场机制在供应链条的不同阶段进行排布的表现形式ꎬ每个国家因其资源禀赋、工业结

构、科技水平等因素的不同ꎬ分别占据了供应链的不同位置ꎮ 正因如此ꎬ在全球清洁能

源的整体供应链条中形成了国家之间的地位差异和比较优势ꎮ 当碳中和成为不可逆

转的全球性潮流ꎬ绿色产业对于国家的发展及其国际权力地位的巩固日益重要ꎬ“绿

色技术及产业链的领先地位可以为国家带来战略性的政治回报和经济收益”ꎬ④其中

清洁能源是绿色产业的关键环节ꎮ 因而ꎬ国际清洁能源竞争呈现日益激烈的趋势ꎬ并

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⑤最为突出的表现ꎮ 作为国际绿色产业

的关键环节ꎬ清洁能源供应链在整个绿色产业中的价值日益凸显ꎬ并已成为一国参与

国际绿色产业竞争的关键地带ꎮ 其中ꎬ关键矿产、制造生产能力、技术发展和对外合作

是一国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核心关切ꎮ 具体而言ꎬ关键矿产资源是否充足、是否具有获

取能力ꎻ制造生产水平和能力能否支撑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ꎬ能否与发展需求相匹配ꎻ

是否具有技术优势或受限于技术壁垒ꎻ对外合作是否高效且对等ꎬ这些成为影响一国

整合或调整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重要考量ꎮ

清洁能源在绿色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中发挥着轴心作用ꎬ不仅具有驱动能源转型、

确保国家碳减排目标实现的重要功能ꎬ还具有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在国际经济(产

业)竞争中确保优势地位的关键作用ꎮ 首先ꎬ占据供应链优势地位的国家可以借此获

得经济优势与权力优势ꎮ 占据供应链上游意味着可以产出高附加值产品ꎬ关键矿产资

源丰富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节省生产或运输成本ꎬ而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具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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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抗供应链风险的能力ꎬ这些优势皆可以通过经济优势转化为国家在能源市场、国

际地缘地位等方面的权力优势ꎮ 其次ꎬ清洁能源技术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在整个

供应链中权力与地位的关键指标ꎬ掌握核心技术能够凭借技术的相对优势垄断清洁能

源产品的生产和运输ꎬ在供应链动荡之时凭借技术优势获取地缘政治权力ꎬ进而实现

自身的战略目标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技术具有协作性ꎬ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相

关技术产业的发展ꎬ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产业技术融合发展ꎬ提升国家的

总体科技水平ꎮ① 最后ꎬ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外合作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ꎬ其合作范

围的界定、合作对象的选择往往与一国的产业政策、对外政策ꎬ乃至地缘政治环境相挂

钩ꎮ 一国若是在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某些关键领域存在较高的对外依赖性ꎬ就会限制其

外交的灵活性ꎬ进而降低外交的主动权ꎮ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ꎬ在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

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潮流的背景下ꎬ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绿色技术研发、应用及产业化ꎮ

就此而言ꎬ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国际绿色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技术和经济竞争的焦

点ꎬ大国围绕绿色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日趋加剧ꎮ

(二)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演进

清洁能源技术及相应产业在欧盟的总体经济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ꎬ也是欧盟在

气候变化影响加剧和清洁能源转型加速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领

域ꎮ 正如冯德莱恩在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ꎬ能否在清洁能源技术这

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ꎬ是关系到欧盟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ꎮ② ２０１９

年ꎬ以冯德莱恩为主席的欧盟委员会成立伊始ꎬ欧盟就把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和数

字转型作为欧盟的重大战略目标ꎬ清洁能源在其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ꎮ ２０１９ 年出

台的“欧洲绿色协议”明确了清洁能源在欧盟总体绿色发展战略中的定位ꎬ为欧盟清

洁能源供应链调整提供了指导性愿景ꎬ在生产、创新、融资等层面勾勒出欧盟的绿色战

略框架ꎮ 客观来说ꎬ从该协议的形成与具体贯彻之初ꎬ欧盟就充分认识到:一方面ꎬ清

洁能源在绿色低碳发展中具有核心战略价值ꎻ另一方面ꎬ清洁能源供应链面临风险ꎮ

此时ꎬ“去风险”这一理念已经开始酝酿ꎮ 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下ꎬ２０２２ 年ꎬ

欧盟推出“重新赋能欧盟”计划(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ꎬ主动或被动地加快了清洁能源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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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ꎬ并提出了供应来源单一化、清洁能源部署不足、地缘政治危机三大供应链关键风

险问题ꎬ催化了欧盟对清洁能源供应链风险的认知ꎬ并提升了行动的紧迫性ꎮ

可以说ꎬ国际绿色竞争的加剧、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快速崛起、美国拜登政府以

«通胀削减法案»(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为核心的绿色产业政策的出台ꎬ以及俄乌冲

突带来的重大影响ꎬ进一步加快了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步伐ꎮ

这一理念被明确地提出ꎬ并付诸实际行动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绿色协议

产业”计划(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ꎬ其核心在于为净零排放创造合适的监管

环境ꎬ扩大欧盟的绿色产业规模ꎮ 随后ꎬ欧盟又发布了«净零工业法案»(Ｎｅｔ－Ｚｅｒｏ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Ａｃｔ)和«关键原材料法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ｃｔ)ꎬ为其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以及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去风险”行动描摹了详细的愿景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欧盟委员会

出台了首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文件ꎬ在经济

安全层面对“去风险”的理念和战略行动进行具体阐述ꎬ指出欧盟及其成员国应更好

地共同识别和评估经济安全风险ꎬ并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应对风险ꎮ① 文件确立了四

个需要优先解决的风险类别和三个优先事项ꎬ重点关注了供应韧性风险、关键基础设

施的物理和网络安全风险、技术安全风险、经济依赖或经济胁迫“武器化”的风险ꎮ 在

三个应对供应链风险问题的优先事项中ꎬ欧盟着重强调了有关能源安全的风险ꎬ即欧

盟或将面临关键原材料、净零工业、先进半导体等重点供应链价格飙升或资源稀缺的

风险ꎮ 同时ꎬ欧盟重点关注清洁能源有可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导致依赖关系被“武器

化”ꎬ②因而其核心战略关切集中在清洁能源供应链方面ꎮ 由于欧盟在稀土、镁、锂等

关键矿产供应上高度依赖中国ꎬ提升关键原材料供应链韧性、减少对华依赖也成为其

重点关注事项之一ꎮ 因而ꎬ在相关的政策工具箱中ꎬ欧盟着重强调加快推进绿色转型ꎬ

提升本土绿色产能与关键技术竞争力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欧盟委员会又出台“欧洲经济安

全一揽子计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ｃｋａｇｅ)ꎬ对经济安全战略中的政策工具

进行了补充:一是对进入欧盟的外国投资加强审查ꎻ二是进一步评估欧盟海外投资的

风险ꎮ③ 针对中国的绿色投资和绿色产业供应是其重要的关注点ꎮ 由此可见ꎬ基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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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供应链的“去风险”行动ꎬ增强供应链韧性并实现贸易多元化已成为欧盟经济

“去风险”战略的重要目的ꎮ 其中ꎬ提升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韧性与多样化是欧盟在清

洁能源供应链层面实施对华“去风险”行动的重点关注事项ꎮ

(三)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的本质

从冯德莱恩的讲话和欧盟已经出台的上述政策文件中关于清洁能源供应链“去

风险”行动的表述可以分析其本质ꎮ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并非

一项具有清晰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的行动战略ꎬ很大程度上是欧盟在经贸领域ꎬ尤其

是在清洁能源领域ꎬ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和欧盟对华产业较高依赖的担忧或不适应ꎬ从

而产生的一种“应激性”反应ꎬ也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和俄乌冲突带来的重大挑战所导

致的过度安全化表现ꎬ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打压战略的连带效应ꎮ 正是在大国竞

争加剧和泛安全化的背景下ꎬ欧盟试图通过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ꎬ识别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并加以应对ꎬ以此凝聚其内部绿色转型的共识ꎬ并增强绿色发展的

动力ꎮ 但鉴于中欧之间已经形成的、复杂的依赖关系ꎬ欧盟若要精准识别清洁能源供

应链存在的所谓“风险”ꎬ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行动以实现其发

展目标ꎬ显然并非易事ꎮ 正如上述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政策简报所言ꎬ欧盟领导人

已将“去风险”作为应对一系列挑战的新口号ꎬ但这个词掩盖了它所要解决问题的复

杂性ꎮ 欧盟领导人要将“去风险”转化为获得广泛支持并取得扎实成果的具体行动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①

上述分析可见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实质在于对清洁能源供

应链的薄弱领域进行调整和重组ꎬ增强本土制造生产能力、减轻对外依赖ꎬ以确保自身

供应链更为安全和高效ꎮ 其“去风险”的行动范围包括关键原材料、中下游零部件组

装制造、关键技术、清洁能源生产等供应链的各个方面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欧盟不断推进

清洁能源供应链产业政策的完善:«关键原材料法案» «净零工业法案» «欧洲芯片法

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ｉｐｓ Ａｃｔ)和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Ｎｅｗ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简称

«新电池法规»)等法律法规皆已生效和实施ꎻ对«反经济胁迫条例»(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条例»(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等贸易保

护机制进行补充和完善ꎻ发布关键技术清单ꎻ强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绿色技术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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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ꎻ建立与更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伙伴关系等ꎮ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领域的生产、供应和创新大国ꎬ欧盟在许

多关键领域形成了对中国的高度依赖ꎮ 例如ꎬ中国公司提供了欧洲 ９０％的太阳能光

伏组件供应ꎬ这被欧盟视为一个重大的供应链风险ꎮ① 因此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去

风险”行动的实质就是对华“去风险”ꎬ降低对中国的依赖ꎮ 清洁能源设备非常依赖

硅、镍、铜等关键矿产ꎬ中国是欧盟这些关键矿产供应的主导国ꎬ且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地位ꎮ 清洁能源制造业是装备、技术、人力等各种要素的有机组合ꎬ中国在风力涡轮

机、太阳能光伏、晶体硅、电池等行业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和制造力ꎬ并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ꎮ② 在清洁技术生产领域ꎬ全球三分之二的锂离子电池是中国制造的、８０％ 的太阳

能光伏组件产于中国、用于生产清洁能源技术产品的许多关键矿物(如稀土、锂和石

墨)大部分在中国或由中国公司开采或提炼ꎮ③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绿色竞争中ꎬ欧盟

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去风险”行动意在重塑其清洁能源供应链:一方面是减轻对华依

赖ꎻ另一方面是提升本土制造优势ꎮ 欧盟借此保护内部市场、保持对华竞争力ꎬ乃至获

得世界范围内的绿色优势ꎮ 由此可见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ꎬ既是

中欧在清洁能源领域存在较强竞争性的结构性矛盾使然ꎬ又是欧盟维护其在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中传统主导地位的主观战略意图的产物ꎮ

三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主要领域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是基于自身对清洁能源供应链所面临

的风险判断而采取的行动ꎮ 基于现实情况分析ꎬ欧盟认为ꎬ清洁能源供应链目前面临

的风险主要集中于关键矿产资源供应、清洁能源制造生产、清洁能源技术和清洁能源

供应链对外合作四个方面ꎬ具体表现为关键矿产资源供应对华依赖程度高、清洁能源

制造生产能力受限、清洁技术优势下降、清洁能源对外合作受限ꎮ 因而ꎬ其对华“去风

险”行动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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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ｉｐｋｅ ｅｔ ａｌ.ꎬ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ｐ.１１.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２０２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ｔｏ ２０２８ꎬ” ＩＥＡ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ｒｅｎｅｗ￣
ａｂｌｅｓ－２０２３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Ｉｌａｒｉａ Ｍａｚｚｏｃｃｏꎬ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ＣＳＩＳꎬ 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ｓｉｓ.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ｃｌｉ￣
ｍ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一)关键矿产资源供应“去风险”

由于缺乏关键矿产ꎬ欧盟长期以来在供应链上游的资源开发和加工相关产业领域

较为受限ꎮ 中国在关键矿产采掘、提炼、加工和生产等环节都具有突出优势ꎬ支撑欧盟

能源转型所需要的关键矿产资源ꎬ例如ꎬ太阳能光伏产业、风能产业等所需的镝、钕、钼

和光纤电缆、高端芯片所需的锂、镓和锗等ꎬ基本全部依赖从中国进口ꎮ① 对此ꎬ全球

著名矿业公司莱纳斯公司(Ｌｙｎａｓ)的董事总经理阿曼达拉卡兹(Ａｍａｎｄａ Ｌａｃａｚｅ)表

示:“除非我们在中国境外的运营能力达到极限ꎬ否则将无法动摇中国在该领域的垄

断地位ꎮ”②正是由于欧盟关键矿产具有高度对外依赖性ꎬ因此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动荡

和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ꎮ 在此形势下ꎬ改变欧盟对第三国关键矿产资源的高度依赖不

仅是一个供应链安全问题ꎬ也成为成员国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ꎮ 此外ꎬ受新冠疫情和

俄乌冲突的影响ꎬ近年来ꎬ关键矿产的价格一度急剧攀升ꎬ价格水平剧烈波动ꎮ 例如ꎬ

碳酸锂的价格从 ２０２２ 年开始持续上涨ꎬ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几乎翻了一番ꎬ２０２３ 年年初ꎬ

碳酸锂的价格达到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期间价格平均水平的六倍ꎮ③ 受此影响ꎬ欧盟的运

输成本与制造成本均随之上升ꎬ经济负担加重ꎬ这将进一步加剧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

的脆弱性ꎬ为其后续的加工制造、组建生产等环节带来不利影响ꎮ 基于此ꎬ关键矿产的

供应问题成为欧盟“去风险”行动首要关注的领域ꎮ

(二)清洁能源制造生产“去风险”

制造能力受限是制约欧盟清洁能源生产和部署的重要因素ꎮ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

下的超级全球化时期ꎬ欧盟已经将部分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

国家ꎬ以获得高附加值ꎬ却造成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危机ꎮ 在光伏生产领域ꎬ尽管欧

盟在太阳能光伏装置的部署方面排名靠前ꎬ但欧盟公司的产量只占全球光伏生产总量

的一小部分ꎬ即占全球太阳能晶片产量的 １％、太阳能电池产量的 ０.４％、模块产量的

２％至 ３％ꎬ而中国在光伏制造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处于领先地位ꎮ④ 加之ꎬ欧盟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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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Ｆｒａｎｋ Ｇéｒ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ｅｕｒｏ￣
ｐａ.ｅｕ / ｄｏｉ / １０.２８３３ / ９４６００２.

Ｓｕｓａｎｎａ Ｌｕｋａｃｓꎬ“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Ｄｅｒｉｓ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ｕ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２４ / ａ－ｃｌｏｓｅｒ－ｌｏｏｋ－ａｔ－ｅｕｒｏｐｅｓ－ｄｅｒｉｓｋ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６５２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４.１０.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ＯＭ％３Ａ２０２３％３Ａ６５２％３ＡＦＩＮ＆ｑｉｄ ＝
１６９８１５５４０３５５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２０２２ꎬ” 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ꎬ 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ｃｉｐｒ / ｉｔｅｍｓ / ７３８８４４ / ｅｎ.



伏供应链上游的关键原材料供应方面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性ꎬ导致其在太阳能光伏制

造产业的产量份额较小ꎬ进而影响了欧盟太阳能技术的生产和部署ꎮ 在风力涡轮机制

造方面ꎬ从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的全球份额从 ５８％下降到 ３０％ ꎬ①与之相比ꎬ中国

的份额从 ２３％上升到 ５０％ꎬ增长了两倍ꎮ② 此外ꎬ受俄乌冲突的影响ꎬ绿色产业的核心

领域风能和太阳能的全球制造和安装成本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ꎬ这使得欧盟 ２０２３

年的海上风电场的建设成本增加 ４０％ꎮ③ 在稀土磁体生产层面ꎬ欧盟的产品受限于较

高的生产成本ꎬ不具有价格优势ꎮ 在激烈的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中ꎬ中国在新能源汽

车制造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ꎬ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占据欧盟销售市场的 １９.

５％ꎬ④且中国本土品牌的保有率持续攀升ꎮ 中国在绿色制造业领域快速上升的优势

被欧盟视为清洁能源产业的重大竞争风险ꎬ因而ꎬ清洁能源制造生产成为欧盟“去风

险”行动的重要领域之一ꎮ

(三)清洁能源技术“去风险”

尽管欧盟是许多清洁能源生产关键技术的起源地ꎬ在该领域长期占据关键地位ꎬ

但近年来正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ꎮ 因此ꎬ巩固欧盟清洁能源技术主导地位或防止清

洁能源技术对外依赖程度上升是欧盟此次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重中

之重ꎮ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相关报告中指出ꎬ技术并不中立ꎬ在经济上依赖他国提

供关键技术将无法以符合本国价值观的方式决策ꎬ甚至将受到他国的直接干预ꎮ⑤ 伴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全球性扩散ꎬ除了薄膜电池和高端硅材料制备等少数尖端科技被欧

美国家垄断外ꎬ大多数技术已进入较为开放的状态ꎬ足以支撑大部分关键组件和设备

的生产ꎬ⑥这种情况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快速掌握新能源技术ꎬ同时ꎬ意味着欧盟在相

关技术领域的优势相对下降ꎮ 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２４ 版«科学、研究和创新绩效报告»

８７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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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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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０ / ３８６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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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张慧、刘娟:«“中国制造”电动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有望超 ２５％ 中国稳居全球第一产氢国地位»ꎬ界面
新闻ꎬ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ｉｅｍｉａｎ.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９７２３８４.ｈｔｍｌꎮ

Ｕｌｒｉｋｅ Ｆｒａｎｋｅ ａｎｄ Ｊｏｓé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Ｔｏｒｒｅｂｌａｎｃａꎬ “Ｇｅｏ－ｔｅｃ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ｈ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ａｐ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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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ｐｅａｎ－ｐｏｗｅｒ.ｐｄｆ.

李昕蕾、刘小娜:«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重塑的地缘化转向»ꎬ第 ７０－９５ 页ꎮ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２０２４ )中指出ꎬ欧盟在几个与

清洁能源相关的关键领域仍然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ꎬ包括关键原材料和绿色技

术制造、电池和半导体ꎬ在可再生能源、智能系统、能源效率、碳捕获与封存等绿色领域

的专利申请方面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ꎬ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ꎬ并且在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在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方面已经排名世界第一ꎬ因而成为欧盟的主要竞争对手ꎮ①

除此之外ꎬ中国和美国在原材料获取、技术创新、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采取了更为

有效的行动ꎬ进而提升了技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ꎮ② 总而言之ꎬ伴随着技术的全球性

扩散ꎬ新能源技术近期的产业竞争已进入一个较为激烈的时期ꎬ这使得欧盟清洁能源

技术面临的风险大为上升ꎬ继而成为欧盟“去风险”行动的重要领域ꎮ

(四)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外合作“去风险”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中美战略竞争态势逐渐增强ꎬ间接影响了欧盟对华的战略考量ꎮ

欧盟一直以来视俄罗斯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安全威胁ꎬ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深化逐渐改变了欧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ꎬ③欧盟认为对华合作的安全风险上

升ꎬ尤其是在事关欧盟发展命脉的清洁能源合作领域ꎮ 因而ꎬ出于日益增加的经济和

安全需求ꎬ欧盟开始减少在关键矿产供应、制造生产等环节的对华合作ꎬ总体上加大清

洁能源供应链国际合作的“去风险”力度ꎮ 例如ꎬ欧盟认为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受益于“扭曲市场的补贴”ꎬ因而对其发动反倾销调查ꎮ④ 此外ꎬ在俄乌冲突和中美战

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价值观日益成为欧盟清洁能源对外合作的重要标准之一ꎬ意识

形态也成为欧盟“去风险”的因素ꎬ欧盟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外合作开始带有“安全

化”与“价值观化”的双重色彩ꎬ清洁能源供应链国际合作也成为欧盟“去风险”行动的

重要领域ꎮ

四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主要动因与具体举措

如上所述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有着较为复杂的内外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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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ꎬ因而ꎬ其行动的战略动因既有内在关切ꎬ也有外在战略考量ꎮ 正是基于这些战略

动因ꎬ欧盟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主要集中于提升本土绿色制造能力、减轻关键矿产对

外依赖程度、构建保护型市场机制和阵营化合作机制四个方面ꎮ

(一)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主要动因

虽然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本身并不是一个谋划已久的战略行

动ꎬ但鉴于清洁能源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ꎬ乃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的国际地位所具有的越来越突出的影响ꎬ其战略性地位决定了欧盟的“去风险”行动

具有重要的战略动因ꎬ既有促进其气候治理目标实现和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性的内部

关切ꎬ也有在全球低碳经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对外考量ꎮ

(１)加强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ꎬ构筑以清洁能源为主要支撑的国际

权力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直接考量在于拓

宽关键矿产资源以及清洁能源生产和部署所需部分组件的供应源ꎬ减轻对华过度依

赖ꎮ 但除此之外ꎬ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升欧盟的清洁能源制造能力ꎬ夯实本土的工业基

础ꎻ与此同时ꎬ减少对个别材料或易受脆弱供应链影响的材料对外部的过度依赖ꎬ从而

有效提升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韧性ꎮ 提升绿色技术水平及其相应的生产能力可以

帮助欧盟突破原料短缺导致的发展困境ꎬ进而提升资源的生产规模和利用效率ꎮ 清洁

能源供应链作为国家权力的对外延伸ꎬ不仅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ꎬ也

是一个国家权力资源的重要体现ꎮ 清洁能源产品包括光伏、电池、半导体、新能源载具

等ꎬ涵盖了工业、交通、建筑、国防等国家和公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ꎬ这意味着清洁能

源供应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ꎮ 因而ꎬ清洁能源的国际竞争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与产业

的竞争ꎬ更是一场关乎国家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全面竞争ꎮ 与此同时ꎬ地缘政治

危机的连带效应致使气候、资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笼罩在大国竞争的影响之下ꎬ使赢

得或占据清洁能源领域供应链优势地位的重要性日益显著ꎮ 因此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

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既受到大国竞争、地缘冲突等重要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ꎬ也具

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政治竞争的战略动机ꎮ 欧盟试图通过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

风险”行动ꎬ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ꎬ打造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全球性优势ꎬ进而赢得

以清洁能源为主要支撑的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ꎮ 这是欧盟在清洁能源供应链

采取对华“去风险”行动ꎬ以应对供应链层面的大国竞争、彻底摆脱传统能源危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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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动因ꎮ

(２)推进欧盟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ꎬ进而维护欧盟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战略追

求

长期以来ꎬ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ꎬ而清洁能源转型直接

关乎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ꎬ对欧盟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ꎬ更关系到欧盟全球气候

治理领导力的维系ꎮ 首先ꎬ欧盟的气候治理能力受限于其清洁能源供应链ꎮ 由于能源

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二以上ꎬ这意味着能源排放问题

是任何气候治理方案的核心ꎮ①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能源短缺致使部分欧盟国家重

启煤电或延迟煤电和核电的使用期限ꎬ这将相应地增加欧盟面临的减排压力ꎬ进而阻

碍气候目标的实现ꎮ 就清洁能源供应链内部而言ꎬ关键矿产不足制约了欧盟的行动能

力ꎮ 根据国际能源署(ＩＥＡ)统计ꎬ欧盟若是如期实现 ２０５０ 年净零排放的目标ꎬ其所需

要的锂的储量为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０ 倍ꎬ②镍的储量为 ２０２０ 年的 ２ 倍ꎬ石墨的储量为 ２０２０ 年

的 ２６ 倍ꎬ③所需矿产资源的总量至 ２０４０ 年需要翻 ６ 倍ꎮ④ 就碳排放而言ꎬ欧盟能源部

门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较高ꎬ并在 ２０２２ 年达到 ３７ 吉吨(Ｇｔ)的新纪录ꎮ 由此可见ꎬ欧

盟距离实现其气候目标所需要建立的更为高效、清洁的能源供应链ꎬ还有较大的距离ꎮ

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成为影响欧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现的关键ꎮ 因此ꎬ强

化清洁能源转型和部署的效率ꎬ提升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ꎬ加快推进能源转

型的进程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ꎮ

其次ꎬ能否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事关欧盟的信誉和领导力ꎬ而清洁能源是其实现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ꎮ 国际气候政治格局及全球清洁能源的发展变化正在动摇欧盟长

期捍卫的领导力ꎮ 当下ꎬ气候治理呈现“多中心化”的趋势ꎬ推动了包括私人和非国家

行为体的众多跨国气候倡议的兴起ꎬ同时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气候治理行为体的影

响力上升ꎬ欧盟的道义优势则相对下降ꎮ 据统计ꎬ欧盟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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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度下降 ２１％ꎬ相比之下ꎬ对中国作为领导者的认可度则增加了 ７％ꎮ① 此外ꎬ气候议

题受到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冲突的影响ꎬ在世界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也有所下降ꎮ 在

此背景下ꎬ如果欧盟丧失坚定碳中和目标的决心ꎬ抑或是其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的气候

治理目标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ꎬ那么欧盟数十年来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国际

形象恐将受到严重影响ꎮ 因此ꎬ欧盟必须坚持其气候治理目标和坚定推进全球碳中和

的决心ꎬ并在俄乌冲突的复杂背景下ꎬ通过坚定如一的气候行动向世界展现其国际道

义和领导力ꎮ 此外ꎬ实现气候目标也是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必要之举ꎮ 俄乌冲突让全

世界看到了欧盟受制于人的窘迫ꎬ无论是欧盟内部的团结ꎬ还是对外的战略自主ꎬ都受

到很大的冲击ꎬ而坚定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全球清洁能源的转型ꎬ很大程度上可

以改善其国际形象ꎬ维持并巩固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ꎮ 例如ꎬ２０２３

年ꎬ在迪拜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８ 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２８)首次对预

期成果进行全球盘点ꎬ欧盟抵制了产油国淡化承诺的努力ꎬ并主张将可再生能源产能

提高三倍以及更高的能源效率ꎬ②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气候决心与领导能力ꎮ 但是ꎬ

从根本上说ꎬ欧盟作为气候领导者的信誉最终取决于其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在国内的

成功ꎬ如果未能如期实现自身的气候目标ꎬ那么欧盟的气候领导力恐将受到质疑ꎮ

(３)促进欧盟民生改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以增强欧盟的战略自主能力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欧盟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ꎬ美国、欧盟、英国等世界主要行

为体皆面临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ꎬ其中ꎬ２０２２ 年欧盟 ＧＤＰ 增速下降 ３ 个百分点ꎬ总量

下降一万亿欧元左右ꎮ③ 当下ꎬ世界各国急需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发展引擎ꎬ而伴

随着新能源经济的发展ꎬ清洁能源已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ꎮ 根据 ＩＥＡ

统计ꎬ能源转型将创造 １４００ 万个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新工作岗位ꎬ并带动约 ５００ 万

工人从化石燃料行业转移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 １６００ 万工人将需要轮班从事清洁能源工

作ꎬ并接受额外的技能培训ꎮ④ 因此ꎬ发展清洁能源经济ꎬ提升清洁能源供应链韧性是

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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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盟内部而言ꎬ清洁能源转型将推动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成多赢局面ꎬ从而促进

欧盟整体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目前ꎬ太阳能光伏、风能和生物能源产业已经为

欧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ꎮ 欧盟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总人数的 ２４％与热泵有关

(约 ３１.８ 万个工作岗位)ꎬ２２％与生物燃料有关(约 ２８.３ 万个工作岗位)ꎬ２１％与风力

发电有关(约 ２８.０４ 万个工作岗位)ꎬ约有 １３０ 万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

业ꎬ①未来 ３０ 年能够为整个欧盟创造超过 １５０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ꎮ② 同时ꎬ为了实现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提出的 ２０３０ 年目标ꎬ需要更多熟练的工人ꎬ仅风能和太阳能产业就可能

在欧盟增加 １０ 万个工作岗位ꎮ 此外ꎬ为实现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目标将可能创造超过 ３５０ 万

个就业机会ꎬ尤其是制造业ꎬ预计新增约 １９.８ 万至 ４６ 万个工作岗位ꎮ 届时ꎬ欧盟将有

３００ 万至 ４００ 万建筑工人在建筑部门从事与提升能源效率相关的工作ꎮ ２０２３ 年ꎬ尽管

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和销售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只有不到 ２％ꎬ但其对欧盟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

约为 ３０％ꎬ③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引擎ꎬ④由此可见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对欧盟民生改善

具有重大价值ꎮ 然而ꎬ由于在清洁能源领域对中国的高度依赖限制了这些产业在欧盟

本土的发展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清洁能源领域的就业增加和经济自主ꎮ 而

且ꎬ当前欧盟急需解决因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衰退问题ꎬ清洁能源产业的

发展空间和市场受到挤压ꎬ无疑会对整体经济的复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ꎮ 而清洁能

源供应链的“去风险”行动能够带动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内生性”转型ꎬ有助于增

加欧盟清洁能源产能ꎬ夯实欧盟制造业的产业基础ꎬ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ꎬ进而

扩大欧盟清洁能源产业领域的就业范围ꎬ提升欧盟经济和主权的安全ꎬ增强欧盟的战

略自主能力ꎮ

(二)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的举措和行动

基于上述战略动因ꎬ从其清洁能源供应链面临的实际挑战出发ꎬ欧盟对华“去风

险”行动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ꎮ

３８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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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提升本土清洁能源生产能力与能效

由于欧盟在氢能、太阳能、电池生产等行业的制造能力相对较低ꎬ提升这些领域的

本土制造能力就成为欧盟“去风险”行动的重点举措ꎮ 为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

机ꎬ欧盟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提出 ＲＥＰｏｗｅｒ ＥＵ 计划ꎬ重点强调提升清洁能源产能ꎮ 在提出

“去风险”理念后ꎬ欧盟开始重点强化氢能和太阳能领域的生产能力ꎬ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欧盟总体的战略性净零技术制造能力接近或达到年度部署需求至少 ４０％的目标ꎮ①

在氢能生产层面ꎬ欧盟承诺加强和加速氢谷的研究、开发、示范和部署方面的联合行

动ꎬ推进可再生氢的本土部署、生产与技术创新ꎮ② 太阳能是当前欧盟增长速度最快

的可再生能源ꎬ为欧盟摆脱对俄天然气依赖有着重要意义ꎬ然而ꎬ由于太阳能组件大多

来自中国ꎬ因此ꎬ欧盟认为这对其供应链的韧性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稳定带来较

大的风险ꎬ加强太阳能技术研发和生产应用也就成为欧盟“去风险”行动的重要举措ꎮ

对此ꎬ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通过«欧洲太阳能宪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ｌａｒ Ｃｈａｒ￣

ｔｅｒ)ꎬ对太阳能产业实施资金支持、行业联合、技术创新等举措ꎬ③试图全面提升欧盟太

阳能光伏制造业的竞争力ꎮ

新能源电池生产制造是兼具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ꎬ是欧盟汽车制造行

业供应链的核心领域ꎮ 欧盟认为ꎬ电池循环利用能够减轻欧盟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对

外依赖性ꎬ促进循环经济更新和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欧盟通过«新电池法规»ꎬ试图推

动构建一个统一的监管机制ꎬ实现新能源电池从材料采购到生产应用ꎬ再到收集、回收

和再利用的具有较高可持续性的全生命周期循环利用和再生产ꎬ并且要求从第三国进

口的电池同样需要遵守该法规ꎮ④ 由于新能源电池中钴、铅、锂或镍等关键原材料的

稀缺性ꎬ欧盟行动的核心目标在于提高欧盟关键矿产的循环性和利用效率ꎬ减少欧盟

对第三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ꎮ 此外ꎬ欧盟也在加大投资ꎬ并动员更多社会资金加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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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新能源电池工厂的建设ꎮ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电池生态系统的总投资超过 １８００ 亿欧元ꎬ

共有 １６０ 多个工业项目开始实施或正在建设中ꎮ①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欧盟委员会已批准德

国政府为推进电池工程建厂提供资金支持ꎬ②大力推动新能源电池生产制造的本土化

发展ꎮ

(２)降低关键矿产资源供应的脆弱性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核心在于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资源的

供应依赖ꎮ 例如ꎬ欧盟 ９８％的稀土从中国进口ꎬ这成为欧盟在关键矿产领域的重点关

注事项之一ꎮ 俄乌冲突前ꎬ关键矿产问题已成为欧盟重点关注的安全议题ꎬ对此ꎬ欧盟

于 ２０２０ 年发布关键原材料清单ꎬ列出了 ３０ 种事关经济和战略安全的关键原材料ꎬ以

提升欧盟的供应链韧性和战略自主性ꎬ③并提出重点发展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高度

发达的矿业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ꎬ以及挪威、乌克兰等与欧盟关系密切国

家的战略伙伴关系ꎬ以减轻对某些国家过高的依赖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地缘政治危机

放大了欧盟关键矿产供应的脆弱性ꎬ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对供应链战略风险的感知ꎮ 自

提出“去风险”理念后ꎬ欧盟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发布«关键原材料法案»ꎬ更加强调欧盟关

键原材料的进口多样化ꎬ以减少战略依赖ꎬ要提升欧盟监测和降低关键原材料供应中

断风险的能力ꎬ综合“开源”与“节流”的战略考量ꎮ 在“开源”层面ꎬ欧盟把那些对于

某种战略技术至关重要ꎬ且容易出现短缺的原材料列为“战略原材料”ꎬ并计划实现其

进口来源的多样化ꎬ确保到 ２０３０ 年对每种战略原材料的需求中ꎬ来自单一第三国的供

应均不超过 ６５％ꎬ该举措的对华指向性十分明显ꎻ在“节流”方面ꎬ欧盟加强内部关键

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ꎬ保证开采能力至少需满足其关键矿产年度消耗量的 １０％ꎬ这是

确保欧盟供应链安全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ꎮ 同时ꎬ欧盟强调对矿物进行回收与加工再

利用ꎬ大力推进电池循环利用ꎬ减少生产成本和供应的对外依赖ꎬ促进绿色技术的突破

与升级ꎬ实现与环境保护、气候治理目标的协同运作ꎮ

(３)打造内部保护型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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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ｌａ Ｗｅｓｔｅｒｈｅｉｄｅꎬ “ＥＵ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ｆｏｒ Ｎｏｒｔｈｖｏｌ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ｙꎬ” Ｅｌｅｃｔｒｉｖｅꎬ 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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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外依赖度的同时ꎬ加强对内部市场的保

护ꎬ利用市场手段实现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也是欧盟的重要举措ꎮ 欧盟

的目标是构建内部单一市场ꎬ强化保护型市场政策ꎬ主要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ꎬ强

化供应链的内部韧性ꎬ提升本土市场竞争力ꎮ 其使用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有两个:其

一ꎬ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ꎮ 对此ꎬ欧盟委员会组建了太阳能光伏产业

联盟ꎬ意在提升本土制造能力并争取市场份额ꎮ 此前ꎬ欧盟委员会已对从中国进口的

新能源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ꎬ并评估是否会对欧盟本土的电动汽车生产带来损害ꎮ 其

二ꎬ通过市场政策强化本土产品竞争优势ꎮ 欧盟通过«自然恢复法»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投资欧洲”(ＩｎｖｅｓｔＥＵ)计划和“创新基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等政策和资金支持ꎬ允许成员国放宽国家补贴的份额ꎬ包括提供超越竞争对手份额的

补贴ꎬ以提高本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ꎬ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外国清洁能源的投资审

查ꎬ以及运用碳关税等手段限制外部商品进入欧盟市场ꎮ 为筑好市场保护的“篱笆”ꎬ

欧盟加大对非欧盟成员国投资的审查力度ꎻ启动欧洲单一专利制度ꎬ增强欧盟域内的

创新竞争力ꎻ通过«反经济胁迫条例»、修订«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条例»对占据欧盟市场

份额 ６５％以上的第三国产品严加审核ꎬ强化境外投资风险监测和评估ꎮ 同时ꎬ欧盟通

过了酝酿已久的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ＣＢＡＭ)ꎬ利用

“碳关税”来加强对本土产业的保护ꎮ ＣＢＡＭ 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生效ꎬ欧盟要求从第

三国进口的货物交付一定的碳排放费用ꎬ并为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界定、碳排放量

的计算方法、ＣＢＡＭ 费用的计算和缴纳方式等制定了详细规则ꎮ① ＣＢＡＭ 是欧盟加强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的重要举措ꎬ试图运用碳减排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手段ꎬ倒逼第三

国生产更为低碳的产品或是购买碳排放许可额ꎬ通过“碳施压”ꎬ迫使不同发展水平的

国家采用欧盟标准ꎬ使得他国碳密集产业的成本提高ꎬ进而提升欧盟相关清洁能源产

业的竞争优势ꎬ最终实现“去风险”的目的ꎮ

(４)构建清洁能源供应链全链条的阵营化合作机制

在对外关系层面ꎬ欧盟致力于打造排他性的阵营化合作机制ꎬ在产业合作、技术创

新、标准制定等方面构筑具有防御性和排他性的“俱乐部”式清洁能源供应链阵营ꎬ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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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提升和拓展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外合作的广度ꎮ 第一ꎬ欧盟大力拓展和

深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中的关键矿产供应合作ꎮ 欧盟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建立涵盖加工、生产、运输等层面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ꎬ①构建“金属北约”ꎻ与美国、乌克兰等国建立关键原材料俱乐部ꎻ在与美国共同

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提出加强欧盟和美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产方面的供应链合

作ꎻ启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论坛等ꎮ 第二ꎬ欧盟发展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关键矿

产合作关系ꎮ 欧盟在中亚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ꎬ在非洲与卢旺达、乌干

达、赞比亚等国均开展了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ꎮ② 同时ꎬ由于智利、阿根廷、秘鲁等国

蕴含丰富的铜、锂、石墨等关键矿产ꎬ也被欧盟视作有潜力的合作对象ꎮ 欧盟还与哈萨

克斯坦、埃及和纳米比亚发展氢能伙伴关系ꎬ与摩洛哥和阿塞拜疆加强清洁能源生产

合作ꎮ 第三ꎬ欧盟不断推进清洁能源自由贸易网络ꎮ 对此ꎬ欧盟强化与美国、印度以及

非洲等国家与地区的清洁能源价值链合作ꎬ③与安哥拉签署了首个可持续投资便利化

协定ꎬ并完成了与日本的跨境数据流动协议的谈判ꎬ力求在地缘政治形势紧张之际拓

展全球供应链网络ꎮ

其次ꎬ大力增强欧盟清洁能源国际规则塑造能力ꎮ 自 ２０１９ 年“欧洲绿色协议”发

布后ꎬ欧盟就多次提出强化欧盟的领导力ꎬ推进欧盟标准的影响力ꎬ并不断加大政府的

干预作用ꎬ建立“欧洲战略技术平台”(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有效

引导清洁能源等战略技术的投资ꎬ增强欧盟的国际规则塑造能力ꎮ 第一ꎬ欧盟委员会

通过建立“欧洲战略技术平台”ꎬ为绿色和数字化等关键技术领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ꎬ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储热、热泵、电网、碳捕获等清洁能源核心技术领域ꎬ并加强对

这些领域的金融支持ꎮ④ 第二ꎬ欧盟通过«净零工业法案»加强对清洁能源关键领域的

内部监管ꎬ以此提升其国际规则塑造能力ꎮ 在该法案中ꎬ欧盟表示将为电池、风车、热

泵、太阳能、电解槽、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等领域的清洁能源生产提供简化的监管框架ꎬ

７８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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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工业脱碳援助流程ꎬ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战略性净零排放技术的发展ꎮ 第

三ꎬ欧盟以价值观塑造清洁能源国际规则的趋向日益显著ꎮ 在四方机制(ＱＵＡＤ)、七

国集团峰会(Ｇ７ Ｓｕｍｍｉｔ)等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中ꎬ欧盟

提出清洁能源标准制定、生产合作等设想并在其中渗透和贯彻西方的价值观ꎬ以此加

强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ꎮ

再次ꎬ建立清洁能源核心技术的排他性联盟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欧盟公布了关键技

术清单ꎬ明确指出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量子技术是事关能源、环境、

国防等领域的关键技术ꎮ① 自拜登执政以来ꎬ欧盟持续强化跨大西洋协调ꎬ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与美国建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Ｕ.Ｓ.－Ｅ.Ｕ.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每年定期召开部长级协调会议ꎮ 在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举行的第六次会议上ꎬ美欧双方就推

进在人工智能、５Ｇ、半导体技术和新兴技术标准制定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ꎮ② 部分

欧盟国家以北约为平台ꎬ建立“和平与安全科学计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北大西洋国防创新加速器”(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等制度机制ꎬ意在强化成员国在绿色技术开发与创新、可持续能源的整合和

能源网络的互联互通等层面的技术合作ꎬ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与国防安全并举ꎮ

五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影响

鉴于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的突出地位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

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无疑将对全球清洁能源合作、全球气候治理以及中欧关系发

展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ꎮ

(一)对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１)导致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化趋势持续增强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吸引制造业回流本

土ꎮ 基于此ꎬ欧盟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ꎬ通过一系列工具性法案强化对内部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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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监管ꎮ 因此ꎬ无论是其致力于“战略自主”目标还是“去风险”目的ꎬ欧盟的一系

列行动皆表明当下行为的逻辑底色是“保守化”与“安全化”ꎬ①将供应安全置于对开

放市场竞争的承诺之上ꎬ这无疑是对清洁能源领域自由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大冲击ꎬ或

将加剧世界范围内贸易保守化的趋势与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层面的安全化倾向ꎬ压缩

全球清洁能源对外合作的空间ꎮ 并且ꎬ其他国家或将采取应对或效仿措施ꎬ以更加安

全化的供应链政策反制欧盟的“去风险”行动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加剧全球清洁能源

供应链的泛安全化ꎬ危害国家间的政治互信ꎬ干扰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的优化配置ꎬ限

制和阻碍国际清洁能源的合作开发与部署进程ꎬ增加全球能源转型的成本ꎮ

(２)导致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分化态势加剧

美欧试图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主导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吁的

合作、繁荣的发展态势相悖ꎮ 在“去风险”背景下ꎬ美欧持续强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ꎬ

在核心技术、规则制定、关键矿产等领域构建排华联盟ꎬ并通过拉拢其他发展中国家ꎬ

形成排华之势ꎬ冲击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态势ꎮ 欧盟打着“去风险”的旗

号ꎬ实质是以价值观为导向ꎬ炒作“中国威胁论”ꎬ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ꎮ 不仅中

国是清洁能源供应链上举足轻重的国家ꎬ其他亚洲、拉丁美洲、非洲部分新兴发展中国

家凭借其资源优势抑或生产优势ꎬ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地位也正在提升ꎮ 例

如ꎬ印度在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安装了 ７.１ＧＷ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ꎬ创下了月度安装记录

的新高ꎻ②在拉丁美洲ꎬ零售价格上涨刺激了分布式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建设ꎻ中东和北

非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也在加速进行ꎮ 清洁能源的全球性普及与生产呈现欣欣向荣之

势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推动形成开放、合作的清洁供应链ꎬ并呼吁进一步降低

清洁能源的部署成本ꎬ助力全球气候治理ꎮ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去风险”的理念与

行动却与之相悖ꎬ试图通过内向化、保守化的经济安全政策对抗新兴国家发展态势ꎬ以

维护其在供应链层面的主导地位ꎮ 这将加剧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分化态势ꎬ人为形

成两个或多个平行的国际市场ꎬ制约清洁能源发展的有效资源配置ꎬ阻碍全球清洁能

源供应链合作空间的拓展和延伸ꎮ

(３)延缓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９８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及其影响

①

②

宋黎磊、陈悦:«“去风险”视域下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的推进及影响———以‹人工智能法案›为例»ꎬ载«战
略决策研究»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ꎬ第 ７２－９０ 页ꎮ

«印度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光伏装机量新增 ６.２ＧＷ»ꎬ中国电力网ꎬ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ｃｎ / ｔｙｎｆｄ / ｇｊｘｗ / ２０２４０５０７ / ２４４８５７.ｈｔｍｌꎮ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的行动举措将给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带

来负面影响ꎮ 首先ꎬ欧盟的“去风险”行动将增加自身气候治理的行动成本ꎬ对其 ２０３０

年减排目标和 ２０５０ 年气候中和目标将产生消极影响ꎮ 这意味着欧盟或将以安全标准

排斥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ꎬ进而增加其清洁工业生产的制造成本ꎬ以及清洁能源转型

的时间、金钱、人力等成本ꎬ延缓欧盟气候中和的进程ꎮ 同时ꎬ“去风险”意味着重新分

配、分担或减少与气候投资相关的现有或潜在风险ꎬ美欧恐对相关的气候投资进行评

估ꎬ或将延缓或撤销部分气候金融投资、政策支持ꎮ 其次ꎬ欧盟的“去风险”行动将加

剧全球政治环境的泛安全化趋势ꎬ降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效能ꎬ进一步增大全球气

候治理赤字ꎮ 当下ꎬ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已进入关键时期ꎬ在 ＣＯＰ２８ 上达成的“阿联酋

共识”提出ꎬ到 ２０３０ 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两倍ꎬ如若实现这一目标ꎬ需要对政

策、规划、财务和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全球协调ꎬ扩大国际清洁能源合作ꎮ① 欧盟在清洁

能源供应链的原材料供应、技术、规则等领域筑起“篱笆”ꎬ则限制了国际清洁能源合

作的空间ꎬ对气候协议的达成和履行、对气候机制的有效运行会产生不利影响ꎮ 同时ꎬ

清洁能源供应链“去风险”的理念与行动实则在向世界传达清洁能源“武器化”的政治

倾向ꎬ各国会更加审慎看待清洁能源对外合作ꎬ增加对外行动的安全化考量ꎬ这也将增

加气候协议谈判与实施的政治风险ꎬ延缓全球气候治理进程ꎬ使«巴黎协定»的温升控

制目标更加难以实现ꎮ

(二)给中欧绿色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的程度和范围、俄乌冲突的走向和欧盟

对中国立场的认知是未来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习近平总书

记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时强调指出:“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ꎬ两国市场高度依

存ꎮ 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ꎬ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开创未来的机遇ꎮ 无论是

机械制造、汽车等传统领域ꎬ还是绿色转型、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ꎬ两国都有合

作共赢的巨大潜力亟待挖掘ꎮ”②朔尔茨选择的双边“转型对话”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绿

色技术和创新ꎬ以及对于继续合作的承诺ꎬ这反映了中德之间存在绿色合作的良好态

势和广阔前景ꎮ③ 从德国总理访华的结果来看ꎬ双方皆认同并意在强化两国的绿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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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空间ꎮ 然而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去风险”行动却为双方的绿色合作带来不确

定性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ꎬ并与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进

行了三方会晤ꎮ 冯德莱恩表示ꎬ无意对经贸问题让步ꎬ并声称“欧洲不会动摇做出保

护其市场所需的艰难决定ꎬ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中国国家

补贴的损害”ꎮ① 可见ꎬ欧盟与中国的分歧与矛盾短期内恐将难以消除ꎮ 在欧盟清洁

能源供应链加大对华“去风险”力度的背景下ꎬ中欧清洁能源层面的合作ꎬ甚至整个中

欧绿色合作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不利影响ꎮ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行动除了增强其经济和能源安全、提升其

战略自主性的内在考量之外ꎬ更在于打击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国际影响力ꎬ抢占

清洁能源的国际份额ꎮ 然而ꎬ中国不仅是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条上的重要国家ꎬ也是

欧盟重要的合作伙伴ꎬ双方经济高度交融ꎬ清洁能源又关联众多议题ꎬ尤其是与经贸、

科技、气候治理、多边主义等领域直接相关ꎮ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实

际上也意味着“去机会”和“去合作”ꎮ 中国的大市场和欧盟单一市场为彼此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ꎬ中国广阔的市场也为欧盟清洁能源的发展创造了机会ꎬ一味地

通过“去风险”进行贸易保护恐将“治标不治本”ꎬ损害欧盟绿色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ꎬ

对欧盟的清洁能源转型和实现气候目标带来不利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清洁能源是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ꎬ需要全世界

增进共识与携手努力ꎬ大力发展清洁能源ꎬ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ꎬ

最终实现«巴黎协定»确立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ꎮ 然而ꎬ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华

“去风险”行动正在加剧世界范围内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阵营化、内向化ꎬ增加全球能源

清洁转型的成本ꎬ制约甚至阻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ꎬ不利于维持 ２０２３ 年年底 ＣＯＰ２８

首次全球盘点之后形成的、全球加速“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良好势头ꎬ而且不利于欧

盟自身的绿色转型和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ꎮ 清洁能源供应链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的

网络化链条ꎬ维持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良好运转离不开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ꎮ 中国

是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关键国家ꎬ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影响力ꎬ已经并

将继续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减排做出积极贡献ꎮ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ꎬ中国发布

的«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在持续推进自身能源转型的同时ꎬ积极

１９　 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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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全球能源转型的推动者、贡献者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ꎬ与各国共谋全球能源可持续发

展ꎬ为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ꎮ”①当前ꎬ全球

气候治理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ꎬ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风险挑战对于任何国

家都是不利的ꎮ 在 ＣＯＰ２８ 上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

(Ｓｉｍｏｎ Ｓｔｉｅｌｌ)强调:“只有共同努力ꎬ利用技术ꎬ朝着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新世界迈

出大胆的步伐ꎬ我们才能成功驯服气候变化ꎮ”②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亟须国

际社会加强气候合作ꎬ欧盟不应将目光过分集中在短期的清洁能源供应链面临的所谓

“风险”之上ꎬ为了暂时性的安全或局部利益而采取“去风险”行动ꎮ 欧盟应着眼于长

远战略利益ꎬ从人类整体命运视角出发ꎬ正视中欧在绿色产业、气候治理等领域广阔的

合作空间ꎬ凝聚共识ꎬ管控分歧ꎬ联手构建清洁美丽世界ꎬ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ꎬ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美好未来ꎮ

(作者简介:李慧明ꎬ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环境政治研究所副所

长ꎻ赵梓含ꎬ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蔡

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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