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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对两种权力资源———物质实力和国际权威———的综合运用是国际政治行

为体维护其矿产资源安全的最优战略ꎮ 运用物质实力追求“资源自立”ꎬ即提高资源生产

和利用效率并控制资源产地和供应通道是一国或地区保障资源安全的首选方案ꎮ 但是ꎬ

作为一个在矿产资源禀赋上有先天短板的地区ꎬ欧盟在能源和诸多金属矿产上的对外依

赖十分严重ꎮ 同时ꎬ随着欧洲霸权的衰落ꎬ其对重要矿产产地的直接控制也不断削弱ꎮ

因此ꎬ欧盟追求资源自立的战略工具十分有限ꎮ 然而ꎬ在物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ꎬ欧洲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建立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ꎬ包括自由贸易原则和以西方为中

心的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信息采集系统等ꎬ却因路径依赖效应而得以保留ꎮ 当今欧盟

在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权威仍是其可以仰赖的重要权力资源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

的矿产资源安全战略体现出有限的资源自立与强调全球治理相结合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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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ꎬ具有利用价值的ꎬ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

资源”ꎬ包括能源矿产(如煤、石油、天然气、铀等)、金属矿产(如铁、锰、铜、铝等)、非金

属矿产(如金刚石、石墨、钾盐等)和水气矿产(如地下水、氦气、氡气等)四个大类ꎮ①

矿产资源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ꎮ 由于实体经济活动依赖于矿产资源

的稳定供应ꎬ保障矿产资源安全ꎬ即防范资源供应中断(或不足)和资源价格急剧上涨

的风险ꎬ就成为政治行为体所必须关注的问题ꎮ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发源地ꎬ欧

洲长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引领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ꎮ 在欧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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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矿产资源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ꎬ在工业革命、欧洲的全球扩张、大国战争、欧洲一体

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中都凸显出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那么ꎬ当下的欧盟①是如何保

障其矿产资源安全的?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既有学理意义又有政策参考价值ꎮ

本文认为ꎬ对两种权力资源———物质实力和国际权威———的综合利用是国际政治

行为体维护其矿产资源安全的最优战略ꎮ 但是ꎬ不均衡的权力资源禀赋使行为体往往

不得不依赖于某一种权力资源来实现其政治目标ꎮ 本文在综合分析欧盟矿产资源禀

赋、对矿产地的控制力及其国际权威的基础上指出ꎬ基于可用的权力资源ꎬ欧盟的矿产

资源安全战略具有两重性:一方面ꎬ由于欧盟的矿产资源禀赋有先天短板ꎬ其部分矿产

资源的对外依赖度极高ꎮ 虽然在历史上欧洲的殖民扩张和霸权实力使其能相对有效

地控制矿产产地ꎬ从而保障资源供给ꎬ但这种直接控制已随着欧洲霸权的衰落而难以

为继ꎮ 因此ꎬ尽管追求资源自立是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的最可靠路径ꎬ但欧盟在此方面

可用的政策工具十分有限ꎮ 另一方面ꎬ欧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建立的全球矿产

资源治理体系ꎬ包括自由贸易原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信息采集

系统等ꎬ却因路径依赖效应而得以保留ꎮ 因此ꎬ物质实力的相对衰落并未显著削弱欧

盟在全球资源治理中的国际权威ꎬ作为最积极的治理创新者和领导者ꎬ欧盟正力图维

护并强化其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ꎬ从而巩固对其有利的矿产资源国际贸易活动ꎮ

一　 多维权力与矿产资源安全

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安全要靠权力来维护ꎬ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

理论的基本论点ꎮ 无论是沃尔兹还是米尔斯海默ꎬ都强调获取并有效运用权力对于维

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ꎮ②作为国际安全问题的一个子集ꎬ矿产资源安全的维护也自

然与权力密切相关ꎮ 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指出ꎬ对资源的控制具有鲜明的竞争性和排他

性ꎬ因而需要依靠划定政治势力范围ꎬ甚至是战争手段来实现ꎮ③但是ꎬ现实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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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指出了权力在维护矿产资源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ꎬ却将权力简单等同于物质实

力ꎬ而没有对权力的多维度属性给予充分的重视ꎮ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ꎬ学术界

对于权力的理解已有了重大变化ꎮ 学者们认识到ꎬ权力从本质上是个关系性概念ꎮ 权

力关系的生成确实需要权力行使者促使某一对象的行为发生转变ꎬ但由于权力资源的

可替换性(ｆｕ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有限ꎬ上述互动结果的产生高度依赖于社会环境(或议题领域)ꎮ

有效的权力关系并不一定依赖于强大的物质实力ꎻ同理ꎬ强大的物质实力也并不一定

能导致权力关系的形成ꎮ① 迈克尔巴尼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和雷蒙德杜瓦尔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指出ꎬ权力至少包含两个维度:其一ꎬ权力关系的运行方式是“互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或是“建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ꎻ其二ꎬ权力关系的形态是“直接的、具体化的”

或“间接的、弥散的”ꎮ 根据这两个维度ꎬ权力可分为四种类型:强制性权力(权力所有

者在互动中通过强力对行为体施加直接控制)、制度性权力(权力所有者在互动中以

制度、规则、理念等为媒介对行为体进行间接控制)、结构性权力(社会体系而非具体

的权力所有者ꎬ对行为体能力和目标的社会塑造)和生产性权力(各种深层社会要素

对行为体潜移默化的社会塑造)ꎮ②由于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超出了政治行为体

的控制ꎬ对本文的分析最为关键的就是前两种可被具体国际政治行为体操控的权力类

型———强制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ꎮ

显然ꎬ对于国际政治行为体而言ꎬ除了如现实主义理论所说ꎬ可以凭借物质实力产

生的强制性权力保障安全外ꎬ通过国际制度和规范间接地规制他者行为也可达到保障

安全的效果ꎮ 这一制度性权力在全球治理文献中多被称为“国际权威”ꎬ即一组社会

关系ꎬ其中 Ａ 的治理行为(往往是规则制定)被 Ｂ 视为合法从而被遵守ꎮ③全球治理制

度虽然可被认为是以引导全球集体行动、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ꎬ④但其具有明显的非

中性ꎬ集中反映了制度供给者的利益ꎮ 议程设置、运用制度的能力、相对收益的不均衡

在全球治理中十分显著ꎬ这使得全球治理制度往往能够制造赢家和输家ꎮ⑤非中性的

制度虽然产生了不均等的相对收益ꎬ但这不足以使相对劣势方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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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既有制度ꎮ 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提出ꎬ由于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

升了参与者的绝对收益ꎬ并且通过规范的传播与社会化建构了行为者对于适当性行为

的认知ꎬ参与者在总体上倾向于制度的自我维持ꎮ①因此ꎬ制度可能成为比物质实力更

有效、更持久的权力资源ꎮ 强国可以凭借强大的物质实力掌握制度创制权(先发优

势)ꎬ进而将自己的利益融入制度之中ꎮ 即使未来其物质实力衰落ꎬ但历史上对“安

全、金融、生产、知识等一系列体系”的塑造将对其权力的维持产生更长远的影响ꎮ②

当然ꎬ没有物质权力支撑的制度也往往面临较大的变革压力ꎮ 路径依赖可以在诸多因

素(如突发事件、平行制度的出现、系统性的制度冲击行为等)的作用下被打破ꎬ从而

开启新一轮的制度建构过程ꎮ 因此ꎬ对制度的维持还需权威持有者更加审慎和持久的

努力ꎮ

在矿产资源领域ꎬ权力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理性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维护矿产资源

安全时需综合运用两种机制:一是以物质实力为基础谋求对资源的产出、利用和供给

进行控制ꎬ从而实现“资源自立”ꎻ二是以“资源全球治理制度”为工具对全球资源贸易

进行调节ꎬ从而实现有管制的资源外部依赖ꎮ 就第一种机制而言ꎬ一国或地区维护矿

产资源安全的首要手段是保证本国资源的充分生产和有效利用ꎬ以从内部解决资源供

需问题ꎮ 而在内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ꎬ“通过地缘政治优势取得资源分配过程中的

主动权对资源产出和运输”进行直接控制也是“维护国家资源利益的重要手

段”ꎮ③就第二种机制而言ꎬ政治行为体可以利用其国际权威ꎬ通过领导建立一系列制

度安排或传播相关规范来建构对其有利的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ꎮ 对于资源对外依

赖型经济体而言ꎬ这一体系的核心是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范ꎮ 对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

范的固化能够将“断供”从资源供应国的外交选项中排除ꎬ从而防范这一最根本的资

源安全威胁ꎮ 在此基础上ꎬ对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资源信息的控制又对经济体在矿

产交易中避免经济损失和增加相对经济获益至关重要ꎮ 简言之ꎬ资源自立(增加自身

对资源供应的主动控制力)和全球治理(通过制度和规范建构其他行为体稳定的行

为)是理想状态下国际行为体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的两大支点ꎻ而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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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ꎮ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ｉｎ Ｅｒｎｓｔ－Ｏｔｔｏ Ｃｚｅｍｐｉｅｌ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ｅｄ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ꎬ Ｍａｓｓ: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８９ꎬ ｐｐ.１６１－１７６ꎻ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
ｂｅｒｒｙꎬ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ｄｅｒ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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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其对这两大支点倚重程度的差异ꎮ 下文对欧盟案例的分析基于本节对权力资

源和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的紧密关系的讨论ꎮ 本文认为ꎬ对一国或地区矿产资源安全战

略的分析要立足于对其权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分析ꎮ 欧盟相对虚弱的物质实力和相对

强大的国际权威促使其在追求资源自立的同时大力强化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重要

性ꎮ①

二　 禀赋局限、霸权衰落与欧盟的有限资源自立

如前文所述ꎬ资源自立ꎬ即以物质实力为基础谋求对资源的产出、利用和供给进行

控制是理论上最可靠的维护资源安全的路径ꎮ 但是ꎬ追求资源自立需要强大的物质实

力:行为体或者需要具有丰富的资源禀赋ꎬ或者需要对外部资源供应地有强大的控制

力ꎮ 分析当今欧盟的现状可知ꎬ其在上述两方面的权力资源都只能为其提供有限的政

策工具ꎮ 一方面ꎬ欧盟的矿产资源禀赋具有明显的短板ꎬ尽管部分矿产的储量十分丰

富ꎬ但其在许多关键矿产品上的对外依赖程度极高ꎬ因而难以从内部解决所有的资源

供需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虽然历史上欧洲国家能够通过殖民扩张来控制矿产地ꎬ从而弥

补其资源短板ꎬ但这一途径已经随着欧洲霸权的相对衰落而变得不再可行ꎮ
(一)欧盟的矿产资源困境

欧盟矿产资源禀赋的短板主要体现在能源和金属矿产上ꎮ 在能源方面ꎬ根据

２０１４ 年数据ꎬ欧盟成员国(包括英国)消耗的能源中有 ５３％依靠进口ꎬ能源进口占欧盟

总进口的 ２０％ꎮ 欧洲国家(不包括俄罗斯)石油消费在全球占 ２０.１％ꎮ 欧盟原油、天
然气、煤和其他固体燃料、核燃料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 ９０％、６６％、４２％和 ４０％ꎮ② 部

分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存度高:六个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进口完全依赖俄罗

斯ꎬ其中三国超过四分之一的能源依靠天然气ꎬ③２０１４ 年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管道天然

气进口依存度超过 ４１％ꎬ ２０１５ 年为 ３９.８％ꎮ 尽管英国曾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于 ２０ 世

纪 ８０－９０ 年代一度实现能源自立ꎮ 但是ꎬ随着北海油田的产量于 １９９９ 年前后达到峰

值ꎬ英国重又步入能源对外依赖状态ꎬ并于 ２００４ 年再次成为能源净进口国ꎮ ２０１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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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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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 / ＳＴＡＧＩＮＧ / ｌｏｃａｌ＿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ｄｆ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４.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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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外能源依赖度达到 ４７％ꎬ这一数值虽在 ２０１５ 年有小幅回落ꎬ但也达到 ３８％之

多ꎮ①

在非能源矿产方面ꎬ欧盟的工业矿物产量较高ꎬ能够自给自足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数

据ꎬ欧洲 ３６ 国的长石、高岭石、盐、硅藻土、膨润土和石膏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５９.５％、３２％、１９.５％、１９.５％、１７.９％和 ２０.３％ꎮ②但是ꎬ欧盟的金属矿产产量十分有限ꎬ

需要大量依赖进口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数据ꎬ欧洲 ３６ 国除了铬产量占世界的 １９.４％(土耳

其占 １３.７％)之外ꎬ银(８.１％)、锌(７.３％)、钛(６.６％)、铅(６.４％)、铜(５.５％)等产量都

相对较少ꎻ铁(１.７％)、钨(２.９％)、镍(２.８％)等金属矿物产量都很低ꎻ而其他金属矿物

如钴、铂、钛、钼、铌、钽、钒和稀土等的产量更微乎其微(低于世界产量的 １％)ꎮ③以铁

矿石为例ꎬ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ꎬ全球铁矿石的需求量以每年 １２％的比率上升ꎮ １９９９ 年ꎬ世

界原钢产量共计 ８.４８ 亿吨ꎬ欧盟(１５ 个成员国)生产了 １.６３ 亿吨ꎻ２００７ 年ꎬ世界总产

量上升至 １３.３ 亿吨ꎬ而欧盟(２７ 个成员国)仍然只产出 １.９９ 亿吨ꎮ④另有一项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ꎬ欧盟 ２８ 个经济体在建筑材料(非金属、非能源矿产)上

能够基本保证自给自足(进口依赖度一直在 ２％左右)ꎬ但在金属矿产(２０１５ 年进口依

赖度为 ５２.７％)和化石燃料上(２０１５ 年进口依赖度为 ５９.５％)的对外依赖极其严重(见

表 １)ꎮ ２００９ 年欧盟专门成立了矿产原材料供应研究小组来制定关键原材料名录ꎬ采

用三个指标来衡量一种矿产的“关键性”:一是经济意义ꎬ二是供应风险ꎬ三是环境上

的国家风险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欧盟委员会对这一名录的最新修订结果ꎬ共 ２０ 种原材料被

列入其中ꎬ包括锑(中国)、铍(美国)、硼酸盐(土耳其、美国)、铬(南非、哈萨克斯坦)、

钴(刚果民主共和国)、焦煤(中国)、萤石(中国)、镓(中国)、锗(中国)、铟(中国)、菱

镁矿(中国)、镁(中国)、石墨(中国)、铌(巴西)、磷酸盐岩(中国)、铂族金属(南非)、

重稀土元素(中国ꎬ纯度 ９９％)、轻稀土元素(中国ꎬ纯度 ８７％)、金属硅(中国)和钨(中

国)ꎮ⑤从矿产原材料来源地看ꎬ少数国家ꎬ如中国、美国、南非、巴西等对欧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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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０－１４ꎬ ｐ.ｖｉ. 此统计数据中的“欧洲 ３６ 国”包
括 ２８ 个欧盟成员国和挪威、瑞士两国ꎬ以及欧盟的入盟候选国:阿尔巴尼亚、冰岛、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土耳
其ꎮ 这里引用此数据的主要原因是ꎬ从经济意义上看ꎬ欧盟的候选国与欧盟经济整合度已经很高ꎬ所以联合统计
其资源禀赋能够反映出欧盟可直接控制的资源总量ꎮ 土耳其的情况可能稍显复杂(因其近期与欧盟的关系较
差)ꎬ因此在必要处有说明ꎮ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０－１４ꎬ ｐ.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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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括号中的国名表示此矿物的主要产地ꎮ



正越来越凸显ꎮ①

表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欧盟国家的进口依存度(按照矿物种类分类)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生物质 ９.２ １０.０ ９.１ １０.１ ８.４ ８.９ ９.３ ９.３

金属矿物 ５９.２ ６２.０ ６３.５ ６６.７ ５３.６ ５６.７ ５１.０ ５２.７

非金属矿物 ２.１ ２.４ ２.４ ２.４ １.９ ２.５ ２.３ ２.４

化石燃料 ４８.３ ５０.５ ５３.７ ５５.９ ５６.８ ５７.４ ５８.６ ５９.５

综合 １８.３ １９.９ １９.９ ２０.１ １９.５ ２０.６ ２１.６ ２１.３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ꎮ

在本土矿产资源不足的情况下ꎬ对海外原料产地进行强力控制曾经是传统欧洲国

家最重要的资源控制方式ꎮ 欧洲列强曾经通过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在南美洲开展了大

量的矿产开采活动ꎮ 此外ꎬ西方跨国公司也曾享有对世界资源市场的垄断ꎮ 苏珊斯

特兰奇提出:“现在生产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生产的国际化ꎬ生产结构上的权力已

经成为跨国的社会政治变化的基础ꎬ成为世界范围内影响文化、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权

力ꎮ”②欧美的石油巨头———埃克森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海湾石油

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即著名的“七姐妹”)曾

经“不仅控制着世界石油生产ꎬ而且控制着石油运输、分配和销售系统ꎬ拥有自己的船

队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经营”ꎬ建构起了“一个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组织ꎬ控制

了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ꎮ③从人类历史上看ꎬ主要强国对矿产资源的争夺一直都是国

际关系紧张和冲突频发的根源所在ꎮ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ꎬ德国希望以战争的

暴力方式对全球资源进行再分配ꎬ打破既有的由英美主导的国际资源分配秩序ꎮ 但

是ꎬ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开展ꎬ西方对上述地区的直接控制逐

渐宣告结束ꎮ 如石油输出国组织(ＯＰＥＣ)就通过集体努力ꎬ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夺回了

对原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权ꎮ 天然气则由于依赖管道运输的特点从一开始就受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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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苏联及随后的俄罗斯)的部分控制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欧洲对苏联(后来的

俄罗斯)的能源(天然气)依赖逐渐加大ꎬ这一方面是欧洲为了应对中东地区局势不稳

定(如 １９８０ 年爆发的两伊战争造成的石油供应短缺)进行的主动选择ꎬ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于 ７０ 年代建成了输气管网ꎮ 总之ꎬ随着

国际权力格局的转变ꎬ欧盟已无法像殖民时期那样ꎬ对矿产资源产地进行帝国式控制

了ꎮ
(二)欧盟对有限资源自立的追求

在自身资源潜力不足和对资源产地直接控制大幅削弱的情况下ꎬ欧盟只能通过两

种途径尽可能追求对资源供应系统的掌控(即谋求资源自立):一是最大化自身的资

源生产和利用效率ꎻ二是对资源的海外供应链进行优化ꎮ 努力提高资源生产能力和利

用效率是欧盟正在力推的长期战略ꎮ 在能源方面ꎬ欧盟正采取推动燃料生产多元化和

提高能效双管齐下的战略ꎮ 欧盟自 ２０００ 年起陆续发布了«欧盟能源供应安全战略绿

皮书»(２０００ 年)、«获得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安全的能源的欧洲战略绿皮书» (２００６
年)等一系列战略文件ꎮ 欧盟的«能源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１０ 年)重申了欧盟于 ２００７ 年制

定的三项能源目标ꎬ①即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减排温室气体 ２０％”、“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

量至欧盟总消费量的 ２０％”、“提高能源效率 ２０％”ꎬ并明确了一系列具体措施ꎬ包括提

升生产、运输、建筑物能效ꎻ促进欧盟统一能源市场建设ꎻ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的支持

等ꎮ②欧盟的«能源效率计划 ２０１１ 年»将能源效率视作“欧洲最大的能源资源”ꎮ③ «欧
盟能源安全战略»(２０１４ 年)进一步强调了欧盟内部能源协作和加强多样化能源生产

对欧洲能源安全的关键意义ꎮ④有关统计显示ꎬ２０１４ 年ꎬ可再生能源已经占欧盟总能源

消耗的 １６％ꎮ⑤同时ꎬ欧盟在 ２０１３ 年的终端能源消耗和一次能源消耗分别比 ２００５ 年

下降了 ７％和 ８％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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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欧盟颁布了“欧盟 ２０２０ 年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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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５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示意图①

资料来源:ＢＰ 石油公司:«２０１６ 年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ꎮ

在非能源矿产方面ꎬ欧盟委员会推出了两个重要的战略文件:«欧盟原材料倡议»

(２００８ 年)和«欧盟原材料创新伙伴计划»(２０１２ 年)ꎮ 在生产和利用方面ꎬ«欧盟原材

料倡议»一方面强调了需通过“促进在土地利用规划、勘查和开采的管理条件方面最

佳实践的交流、报告最优实践、引导开采行为与环保政策的协调、理清法规对采矿业表

现的影响、加强矿产资料收集、促进采矿技术升级”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欧盟内部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ꎻ②另一方面提出要通过“发展废物收集和处理的最优实践、加强废物

信息的收集、优化欧盟法律、支持研究和创新、促进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经济收益”等措

施ꎬ提升欧盟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回收率ꎮ③«欧盟原材料创新伙伴计划»作为«欧盟

原材料倡议»利益攸关方平台的主要执行机制ꎬ旨在通过凝聚欧盟成员国、公司、研究

人员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来开展原材料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ꎮ 该计划含有 ９５ 项举

措ꎬ涵盖了“研究和开发、政策改革、推广最优实践、强化知识基础和加强国际合作”等

领域ꎮ④

虽然优化资源内部供给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能够从内部增加欧盟的可用资源量ꎬ

但这并不足以扭转欧盟在资源上的外部依赖状态ꎮ 在能源方面ꎬ“短期内ꎬ新能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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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消费总量相当于 ７２９.８ 百万吨石油ꎬ而欧盟在其中处于领先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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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可再生能源还无法代替化石能源成为主要能源ꎬ欧洲对化石能源进口依赖将进一

步加大ꎮ 据预测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欧洲天然气进口依赖将从现在的 ６７％增长到 ８０％ꎮ 因

此ꎬ国际能源供应安全仍是欧洲未来数十年内能源供应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ꎮ①而在

非能源矿产方面ꎬ欧盟的自然条件(尤其是许多金属矿产储量微乎其微)决定了其不

可能仅凭提高效率和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就摆脱对外依赖ꎮ 鉴于此ꎬ推动海外资源供应

源的多元化一直是欧盟资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ꎮ 在能源方面ꎬ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末ꎬ欧盟就“意识到能源供应只依赖于一个供应国或地区的危险性”ꎬ并着手推动“能

源供应多元化战略”ꎮ②近年来ꎬ欧盟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ꎬ力图使

独联体地区(尤其是中亚)、中东与北非地区和美国在其能源供应体系中占据相对平

衡的地位ꎬ从而增加自身的回旋余地ꎮ 例如ꎬ２００６ 年俄乌天然气争端爆发之后ꎬ欧盟

就推出了以«欧盟与中亚:新伙伴战略»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文件ꎬ强调与中亚开展能

源合作的重要性ꎮ③目前ꎬ欧盟正与阿塞拜疆合作推动“南部天然气走廊”项目ꎬ以将阿

塞拜疆里海沙阿德尼兹油田的天然气经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输入欧洲ꎮ 但是ꎬ由于

这一项目涉及的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复杂ꎬ且管道施工和资金方面还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ꎬ其在未来的实际效用还远未明朗ꎮ④同时ꎬ由于欧盟天然气需求巨大ꎬ即便这一项

目实现其预期目标ꎬ也不能完全取代俄罗斯在欧盟能源供应链中的地位ꎮ⑤可以说ꎬ欧

盟的风险对冲战略虽然可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俄罗斯的作用ꎬ但还不足以使其获得对资

源供应链的主动控制力ꎮ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ꎬ欧盟仍会受制于能源供应国(尤其是俄

罗斯)的政策和行动ꎮ⑥而在非能源矿产方面ꎬ由于矿产地集中程度同样很高ꎬ可供欧

盟选择的余地也十分有限ꎮ 此外ꎬ由于外交关系的变化将可能随时对双边矿产协议造

成冲击ꎬ仅仅依靠与供应国的贸易协议这种高度依赖政治上的友好关系的做法不足以

维持矿产贸易的长期稳定ꎮ 因此ꎬ仅通过与多个矿产资源大国保持双边合作关系来建

４９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程卫东:“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战略及其困境”ꎬ«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８ 页ꎻ另参见 Ｊａｖｉｅｒ
Ｎｏｅｌ Ｖａｌｄéｓ Ｌｕｃａｓꎬ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Ｅｓｃｒｉｂａｎｏ Ｆｒａｎｃéｓ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Ｓａｎ Ｍａｒｔíｎ Ｇｏｎｚáｌｅｚ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
ｇｙ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Ｌｉａｉｓｏｎｓ Ｄａｎｇｅｒｅｕｓｅｓ ｏｒ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Ｖｏｌ.
６２ꎬ ２０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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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优化的结果却是对俄罗斯依赖的大大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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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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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一个用来进行风险对冲的矿产资源供应体系是不够的ꎮ
综上所述ꎬ由于欧盟难以通过对内部供－需体系的调整满足其资源需求ꎬ其资源

对外依赖格局很难改变ꎮ 同时ꎬ因为以政治关系建构起来的多元资源供应体系具有较

强的易变性ꎬ欧盟还需要通过某种手段加强既有资源供应国行为的稳定性ꎮ 在此背景

下ꎬ强化国际制度和规范来避免相关国家运用“资源武器”就成为一种更具根本性的

战略ꎮ

三　 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与欧盟的资源安全

虽然当今欧盟国家物质实力的相对衰落趋势明显ꎬ但其对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

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ꎮ 这主要是得益于欧洲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一个重要权

力资源———国际制度权威ꎮ 迈克尔巴尼特和雷蒙德杜瓦尔强调了欧盟的制度性

权力ꎬ即欧盟可以在全球治理中通过规则、程序、制度来间接控制其他国家ꎬ通过系统

的知识和话语实践在更广的范围内主导全球治理ꎮ①欧洲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和

殖民主义扩张中并未单纯地采用直接控制这一手段ꎬ而是利用先发优势建构了一系列

国际制度ꎮ 这些国际制度、规范以及欧盟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制度创制经验为其提供

了经久不衰的国际权威ꎮ “规范性力量欧洲”和“市场性力量欧洲”两种模式呈现出融

合与互补特征ꎬ②矿产自由贸易规范、矿产定价机制、矿产产业标准和矿物地质信息等

共同构成了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ꎬ而这一体系对于欧盟的矿产资源安全十分有利ꎮ
可以说ꎬ欧洲国家从一开始考虑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时ꎬ就不单强调资源自立ꎬ更强调创

新和推广相关国际规则ꎬ以建构对其有利的全球矿产贸易治理体系ꎮ
(一)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范

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范的建立和传播是维护欧盟矿产资源安全的基石ꎮ 这一规

范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ꎬ各矿产供应国应较少地以资源武器(资源禁运)来
达成政治目标ꎻ其二ꎬ各矿产供应国的资源出口价格和出口量应由市场机制决定ꎬ不能

强行政治干预ꎻ其三ꎬ跨国投资的便利度和投资者权益应得到有效维护ꎮ 上述规范对

欧盟极为有利:它们能够降低欧盟面临的资源“断供”风险ꎻ提升资源国际市场(尤其

是价格和供应量)的稳定性ꎻ并保护欧盟大公司的利益ꎮ 由此ꎬ欧盟的大型资源企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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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国的英美资源集团(Ａｎｇｌ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Ｃ)①、ＢＰ 石油公司、极地黄金国际有限公

司(Ｐｏｌｙｕｓ Ｇｏｌｄ)ꎻ德国的化肥巨头 Ｋ＋Ｓ ＡＧ、资源再生和废弃物管理公司 ＡＬＢＡ 集团ꎻ

法国的道达尔石化(Ｔｏｔａｌ)ꎻ荷兰皇家壳牌石油(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ｈｅｌｌ)等ꎬ能够凭借强大的

资本和信息优势实现对多种重要资源的控制ꎮ 例如ꎬ英国的英美资源集团就通过入

股、兼并等形式在拉美和非洲的多个国家拥有矿山ꎬ并从事全球性的矿产资源相关业

务ꎮ②

资源自由贸易规范的最初建立是基于欧美的物质实力ꎮ 自上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欧美通过建构反垄断联盟的方式成功反制了 ＯＰＥＣ 国家的石油禁运ꎮ 通过协调行动ꎬ

欧美的基本目标是在短期内建立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威慑机制ꎬ增加矿产出口国采取

禁运政策的成本ꎮ １９７４ 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１９９１ 年成立的国际能源论坛

(ＩＥＦ)就起到了协调各方行动的作用ꎮ 时至今日ꎬ通过内部协调加强对外部能源供应

不稳定的抵抗力仍是欧盟威慑资源供应国的重要手段ꎮ 欧盟的团结原则(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就要求成员国互相帮助ꎬ以避免个别成员国遭受严重的能源危机ꎬ增加欧盟

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外部供应压力的耐力ꎮ③欧洲国家和域外资源生产国的经济相互依

赖对资源供应国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ꎬ如欧盟于 ２０１６ 年 ７－８ 月向ＷＴＯ 提出仲裁

请求ꎬ要求对中国限制 １２ 种原材料的出口展开调查ꎮ 由于中国当前在全球市场中处

于领导地位ꎬ欧盟认为ꎬ中国的原材料出口限制将影响全球的供求关系及价格ꎬ从而损

害到欧洲企业的利益ꎮ④ 早在 ２０１２ 年ꎬ欧盟、美国和日本曾经联合向 ＷＴＯ 提起诉讼ꎬ

要求中国解除稀土出口限制ꎮ 上述两个案例中ꎬ中国都被由西方世界主导的 ＷＴＯ 判

定为没有履行其“入世”承诺ꎮ 由此可见ꎬ欧盟对资源领域的规则影响力仍然强大ꎮ

因此ꎬ如果欧盟方面通过加强团结ꎬ“以一个声音说话”ꎬ抵抗外部供应干扰的能力就

会增强ꎬ资源供应国使用资源武器的相对收益自然就会大大减小ꎮ

在对资源供应国形成有效威慑的基础上ꎬ欧盟和美国等西方组织和国家进一步采

取措施ꎬ积极推动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范的传播和固化ꎮ 由此ꎬ一系列长效制度被建

立起来ꎬ以明确资源贸易各方的义务ꎬ加强资源贸易的稳定性ꎮ 在能源领域ꎬ除了以欧

洲国家为主的国际能源署(ＩＥＡ)提供一系列制度ꎬ１９９１ 年达成(１９９８ 年生效)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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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条约»①也通过设立相关制度来保护和推动能源投资和能源贸易的自由化ꎬ保护

能源运输管道和网点的自由化ꎬ降低能源使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ꎬ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ꎮ②此条约为欧盟一手谋划ꎬ其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投资、运输自由化的相关条款

旨在维护欧盟的能源利益(尤其是其对自由贸易和投资保护的诉求)ꎮ③«能源宪章条

约»的宗旨是“在它的成员国间建立一个真正开放的、非歧视性的能源市场”ꎬ而投资

规则正是其核心所在ꎮ «能源宪章条约»第一次在能源领域为“投资”下定义ꎬ即“在能

源领域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投资”ꎮ 据此定义ꎬ几乎所有与商业、经济、金融活动相关的

资产、权益都属于投资ꎮ «能源宪章条约»第 １０(１)条款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该鼓

励和为投资者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利和透明的投资环境ꎮ 这种条件包括承诺在任

何时候给其他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一个公平和公正待遇ꎮ 投资应享有最持久的保护

和安全ꎬ任何情况下给予投资的待遇应不低于国际法要求的标准ꎬ包括条约责任ꎮ”④

为了落实投资者保护条款ꎬ«能源宪章条约»还特别安排了投资者与东道国纠纷仲裁

机制ꎮ 在非能源矿产领域ꎬ自由贸易规范的制度化水平较低ꎬ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贸易

组织(ＷＴＯ)对矿产品贸易没有明确规制ꎬ且很多矿产品供应国不是 ＷＴＯ 成员ꎮ 但

是ꎬ近年来ꎬＷＴＯ 原本针对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和非歧视原则也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

到矿产资源贸易领域ꎮ

除了积极推动建立全球层面的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范ꎬ欧盟还一直致力于通过实

践将这些规范强化ꎮ 首先ꎬ在能源领域ꎬ欧盟尤为重视增强其对国际制度的掌控能力ꎬ

一直要求联盟机构和成员国在一系列重要国际场合如 ＩＥＡ、ＩＥ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ＩＲＥＮＡ)、Ｇ８、Ｇ２０ 中“保持一致”ꎬ以便使其关于油价、市场治理等问题的观点得到重

视ꎮ⑤其次ꎬ欧盟经常将自己擅长的法律工具嵌入双边资源贸易的谈判中ꎬ如欧盟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新版«可持续能源安全方案»中的«关于成员国与第三国能源协议的决

定»加强了对成员国与第三国能源协议的审查ꎮ “对于协议与欧盟法的兼容性问题ꎬ

从事后审查转变为事前审查ꎻ 对于协议的审查范围ꎬ从审查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能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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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ꎬ扩大到包括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共同声明和谅解备忘录”ꎮ①这一新政策反映出欧盟

试图以欧盟法规制国际贸易关系的取向ꎬ即试图通过强制在国际贸易协议和商业合同

中应用透明度原则来加强全球能源市场的可预测性ꎮ②此外ꎬ欧盟多次支持其域内公

司应用«能源宪章条约»对别国提起诉讼ꎮ 目前被诉国主要有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

亚以及俄罗斯等ꎮ 最终ꎬ这些国家ꎬ包括已经宣布退出条约的俄罗斯ꎬ均同意根据条约

进行赔偿ꎮ③

ＷＴＯ 是欧盟强化其非能源矿产资源自由贸易体系的另一个平台ꎮ 近年来ꎬ欧盟

正与美国一道ꎬ试图扩大 ＷＴＯ 规则对矿产贸易的适用范围ꎮ 欧盟正和美国一起建立

原材料贸易遵守情况核对清单ꎬ以辅助其运用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资源安全ꎮ④

«欧盟原材料倡议»除了强调提高资源产出和利用效率外ꎬ还着重强调以外交行动稳

定相关国际制度的重要性ꎬ提出了一系列举措ꎬ包括加强与欧盟重要原材料伙伴国的

外交对话、把关于原材料可持续获取的条款引入到所有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强化

原材料市场的开放和透明、认定和挑战第三方国家所采取的扭曲措施、加强与 ＯＥＣＤ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矿业合作、优化和透明化矿产资源供应链(如金伯利进程)

等ꎮ⑤从实践结果来看ꎬ欧盟已经积累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法经验ꎮ 比如ꎬ它曾与美国一

道成功运用 ＷＴＯ 的争端解决机制挑战了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ꎮ 欧盟对此次贸易诉

讼寄予厚望ꎬ一方面是出于欧盟对中国稀土的依赖ꎬ另一方面也被欧盟视为对其«原

材料倡议»中依据国际规则(或必要情况下采取争端解决机制)获取资源这一重要原

则的实践ꎮ⑥欧盟在对 ＷＴＯ 裁决的评论中表示:“这一裁决(的重要意义在于)确认了

原材料获取中的‘非歧视原则’ꎮ 这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则ꎮ”⑦可见ꎬ欧盟有明确

的意图在未来的原材料贸易纠纷中不断应用这一非歧视原则ꎬ以保证其原料供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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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产资源定价机制

与矿产自由贸易原则相配套的是矿产定价机制ꎮ 如果说自由贸易更具公共物品

属性ꎬ那么定价机制就有明显的权力属性ꎮ 定价机制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权

力ꎬ是对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双方选择的一种限制定价规则的选择与市场结

构、生产结构和安全因素息息相关ꎬ市场基准价格的确定又牵涉金融和知识等诸多方

面ꎬ受生产、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ꎮ① 当前国际战略资源定价机制主要有两

类:高度金融化的战略资源定价(对于成熟期货品种和发达期货市场的初级矿产品来

说ꎬ其价格由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约价格决定ꎬ如原油与铜等)和非高

度金融化的战略资源定价(尚未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或未开发期货合约的矿产ꎬ

其价格基本上由国际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定期进行商业谈判来决定ꎬ如铁矿石与煤

等)ꎮ②从矿产品生产商角度来看ꎬ当某种资源商品的市场份额高度集中到少数几家厂

商ꎬ寡头就能依托其所拥有的市场地位ꎬ对商品价格拥有更大的控制能力ꎮ 在铁矿石

国际贸易中ꎬ淡水河谷、力拓以及必和必拓是三家最大的铁矿石寡头ꎬ而国际铁矿石的

长期协议价定价权也完全由这三家公司所拥有ꎮ 后一种定价机制受到金融力量的强

大影响ꎮ 如在原油国际贸易中ꎬ原油的定价权并不由寡头公司控制ꎬ而是以世界各主

要地区的标准油为基准作价ꎮ 因此ꎬ期货价格主导的资源定价机制因为有利于信息公

开、自由竞争而有抑制寡头影响力的作用ꎬ因而总体上有利于资源进口方ꎮ

从欧盟的实践来看ꎬ其对金融化矿产资源定价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对大宗商品交易

中心的控制(影响)体现出来ꎮ 欧洲的国际矿产金融市场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全球

影响的有机整体ꎬ其中有为矿业间接融资提供银行服务的银行体系ꎬ有提供直接融资

服务的证券市场ꎬ以及国际矿产期货市场ꎮ 在历史上ꎬ欧盟国家在资源尚能自给的时

代就建立起的矿产定价中心成为维护其当今资源利益的重要工具ꎮ “定价中心在发

达国家的操纵下影响或左右着商品的国际贸易价格ꎬ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了解期

货市场ꎬ积极参与套期保值ꎬ影响交易价格ꎮ”③早在 １９ 世纪中期ꎬ英国就凭借世界上

最大的钢、锡生产国地位设立了伦敦金属交易所ꎮ 伦敦金属交易所决定了多种金属矿

产品的国际贸易基准价格ꎬ并成为多数矿产资源的国际定价中心ꎮ④ 同理ꎬ伦敦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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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ꎬ影响了全球原油贸易

的 ５０％ꎮ 此外ꎬ当今欧洲已有 ５０ 多种与商品有关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ꎬ涉及黄

金、白银、石油、铜和玉米等多种大宗商品ꎮ①

对于天然气这种不完全金融化的战略矿产资源而言ꎬ欧盟国家和公司也正通过高

水平的制度创新和推广能力推动其定价机制的转变ꎮ 以天然气为例ꎬ由于天然气市场

中俄罗斯的垄断力量强大ꎬ俄罗斯在议价谈判中往往占据优势ꎮ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

天然气大部分通过长期合约出口至欧盟并且根据传统的与石油产品挂钩的净回值系

统定价”ꎮ②这样的定价原则为俄罗斯和欧盟提供了交易稳定性ꎬ但却限制了竞争ꎬ拉

高了天然气价格ꎮ 但近年来ꎬ欧盟通过天然气市场自由化改革③推动了天然气交易中

心的出现ꎮ 这些交易中心旨在“通过为天然气经销商和用户提供平等、自由、价格透

明的交易平台ꎬ促进市场竞争性和流动性ꎬ从而降低天然气价格”ꎮ④ 由于现货气价大

大低于长期合约气价ꎬ欧盟进口商在与俄罗斯出口商议价格时就能据此对后者施加强

大的压力ꎮ 结果ꎬ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从 ２０１０ 年起便不断被迫与德国的意昂(Ｅ.ＯＮ)公

司和 Ｗｉｎｇａｓ 公司、莱茵(ＲＷＥ)集团、法国燃气－苏伊士(ＧＤＦ Ｓｕｅｚ)公司、意大利埃迪

森(Ｅｄｉｓｏｎ)公司、希腊国家天然气公司、奥地利 Ｅｃｏｎｇａｓ 公司和斯洛伐克 ＳＰＰ 公司等

诸多欧洲天然气进口商重新谈判ꎬ降低长期合约气价ꎮ⑤这一定价机制转变趋势说明ꎬ

即使面临上游资源供应垄断ꎬ欧盟仍然能够运用其制度创新能力和对金融工具的熟练

运用扭转其在资源贸易中的劣势地位ꎮ

(三)矿产资源产业标准

除了强化和调整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之外ꎬ欧盟还试图在矿产资源贸易体系中推

广创新型欧盟标准ꎮ 就目前欧盟的政策取向来看ꎬ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矿产

资源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是欧盟的重要政策目标ꎮ 那么ꎬ矿产资源产业的绿色转型对欧

盟有何益处? 在能源领域ꎬ能源产业的低碳转型意味着各国要合力促进清洁能源和相

关技术的发展和传播ꎬ并抑制、减少甚至最终淘汰化石能源ꎮ 如果能源产业低碳转型

成为一种全球行动ꎬ欧盟就有机会利用低碳技术和实践优势改变其在全球能源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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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地位ꎮ 例如ꎬ欧盟在风力发电、智能电网、节能设备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将成为未

来低碳能源体系中的关键环节ꎬ从而为欧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ꎮ①而欧盟在碳核算、
碳交易等领域(这些领域将可能与化石能源的价格机制紧密联系)的实践也使其能够

影响未来低碳能源体系中新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定价机制ꎮ 据此ꎬ欧盟能在一定程度上

间接对冲化石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ꎮ 在非能源矿产方面ꎬ欧盟力争参与矿产

资源合作的第三国遵守最高环境标准ꎬ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传播ꎮ 通过这些标

准和规范的传播ꎬ欧盟既能在资源贸易谈判中获得额外的道义筹码ꎬ进而占据一定的

主动性ꎮ 同时ꎬ这也符合欧盟的综合安全观ꎬ即将资源供应和环境保护视为一个不可

分割的整体ꎮ
基于上述考虑ꎬ欧盟正在积极寻求推动经济去碳化运动和相关规则(尤其是碳交

易机制)的全球扩展ꎮ② 欧盟早在 １９９８ 年就出台了«欧盟关于气候变化的战略»文件ꎮ
欧盟于 ２００５ 年启动了碳排放交易体系(ＥＵ－ＥＴＳ)ꎬ并在随后的一系列政策文件ꎬ包括

«获得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安全的能源的欧洲战略绿皮书»(２００６ 年)、«气候行动和可

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２００８ 年)、«能源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１０ 年)、«欧洲战略性能源技术

计划»(２０１０ 年)、«２０５０ 年迈向具有竞争力的低碳经济路线图»(２０１１ 年)、«欧盟能源

安全战略»(２０１４ 年)中阐述了促进能源和经济去碳化的各种措施ꎮ 欧盟明确表示:
“(欧盟致力于)在国际合作、国际谈判和国际制度中推广欧盟的经济去碳化和能源效

率议程将能效、清洁科技和安全、可持续的低碳能源议题整合到欧盟与能源消费

大国、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全球伙伴的合作中去ꎮ”③欧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向各

国推广其碳交易和其他低碳发展政策ꎮ 例如ꎬ欧盟一直努力通过与中国、印度等新兴

大国的双边合作推进欧盟理念、实践、规则的扩散ꎮ④而欧盟推动全球碳市场建设的急

切心理更在其 ２０１１ 年出台的航空碳税政策中表露无遗ꎮ 虽然航空碳税政策因遭到各

国抵制而搁浅ꎬ但其对航空业全面减排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ꎮ 针对非能源矿

产ꎬ前文所述的条约、合同兼容性审查机制就是欧盟规范推广行动的制度保障ꎮ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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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谢来辉:“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ꎮ
贺之杲、巩潇泫:“规范性外交与欧盟气候外交政策”ꎬ«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第 ８６－９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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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ｐｐ.１７－１９.

Ｄｉａｒｍｕｉｄ Ｔｏｒｎｅｙꎬ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５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１５.



正大力推动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ＥＩ￣

ＴＩ)ꎮ①这一计划重点关注资源收益的分配问题ꎬ强调增加采矿业公司向政府付款和政

府运用资源收益的透明度ꎬ并建立问责机制ꎬ以保证国家和人民整体受益于自然资源

的采掘ꎬ提高公众对上述行业所做贡献的认知度ꎮ 如今ꎬ大约有 ５０ 个国家修改了国内

法律ꎬ以适应该行动计划的要求ꎮ 除了欧盟层面ꎬ许多欧盟机构和组织也为推动欧盟

标准和实践的传播贡献了力量ꎮ 例如ꎬ法国地质调查局(ＢＲＧＭ)正致力于推动企业社

会责任和环保规范的传播ꎬ并推动一系列标准的认证工作ꎮ ②

(四)地质信息调查网络

地质信息收集系统是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辅助系统ꎮ 矿产信息既影响

矿产开采活动ꎬ也对矿产定价机制的完善至关重要ꎮ 一方面ꎬ完善的地质信息有助于

矿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管控ꎮ 例如ꎬ对矿产产区情况的充分掌握为欧洲公司抢占优质矿

山和油气田提供了支持ꎻ另一方面ꎬ对于某一矿产全球储量的统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该矿产品的国际贸易价格ꎮ 因此ꎬ相关知识的积累对于企业的活动和政治行为体在

国际谈判中议程的设置能力都极为重要ꎮ

作为该领域的先行者ꎬ欧盟积累了大量的关键性矿产知识ꎬ也自然成为相关全球

合作的重要领导者ꎮ 英国早在 １８３５ 年就成立了 “军需地质调查局” ( Ｏｒｄｎａｎｃ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并从 １８３９ 年开始对采矿记录进行收集和保存ꎮ 自此ꎬ自然资源信

息调查成为此机构一贯的重点工作任务ꎮ 经过数次机构变更ꎬ“英国地质调查局”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ＢＧＳ)于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正式定名ꎮ ＢＧＳ 的地质调查工作区域

不仅涵盖英国本土ꎬ还包括英联邦各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ꎬ重要的产品如各种比例的

地质图ꎬ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和水文地质数据产品ꎬ以及矿产方面的出版物ꎬ涉及矿产

评估、矿产勘查报告、重要矿产评估报告、地方和区域资源评价报告、矿产品开采统计

数据等ꎮ 目前ꎬＢＧＳ 还致力于向英国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有关页岩气资源的重要信

息ꎮ 在欧盟区域层面ꎬ欧盟地质调查论坛(ＦＯＲＥＧＳ)的第一个网络随着西欧地质调查

协会(ＷＥＧＳ)的诞生于 １９７１ 年在法国奥尔良成立ꎮ 加入该论坛的成员到 １９９０ 年代

中期超过 ３０ 位ꎮ 除了信息管理ꎬ欧盟地质调查论坛活动工作小组在遥感、地球化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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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计划主要标准包括:(１) 由多方利益相关方群体进行有效的监督ꎻ(２) 及时发布 ＥＩＴＩ 报告ꎻ(３)ＥＩＴＩ
报告包括有关采掘业的情况信息ꎻ(４) 所发布的综合 ＥＩＴＩ 报告包括政府对采掘业收入的全面披露ꎬ以及对石油、
天然气和矿业公司向政府所做重大付款的披露ꎻ(５) 应用国际标准的可靠保证流程ꎻ(６) ＥＩＴＩ 报告易于理解ꎬ能
得到大力推广并可供公众获取ꎬ从而有助于公众辩论ꎻ(７) 多利益相关者群体将采取措施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行
事ꎬ并审查 ＥＩＴＩ 实施的成果及影响ꎮ

参见欧盟地质调查协会网站(Ｅｕｒｏ Ｇｅｏ Ｓｕｒｖｅｙｓ)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 / ｇｅｏｌｏｇｙꎻ 法国地质调查局
网站(Ｂｕｒｅａｕ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Ｇ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Ｍｉｎｉèｒｅｓ)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ｒｇｍ.ｆｒ / 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访问ꎮ



图、海洋和工业矿物领域活动积极ꎮ 其目标是提供公共地球科学知识来支持欧盟的竞

争力、社会福利、环境管理和国际承诺ꎮ① 欧盟地质调查协会推动整合 ５０ 余个拉丁美

洲国家和 ３４ 个欧洲国家的地质和矿产资源数据ꎬ并且在世界银行和欧盟(内部市场、

产业、创业及中小企业总局和发展合作总局)为拉丁美洲的资源规划提供解决方案ꎮ

它与拉丁美洲的伊比利亚美洲地质和矿产调查局(ＡＳＧＭＩ)正联合开展总额达 １５ 亿欧

元的合作ꎬ确保重要原材料供给和加速金伯利进程ꎮ 刚果、马拉维、喀麦隆和乍得等国

的资源数据调查则由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承担ꎬ该机构制作了上述国家第一张 １ 比

１５０００００ 的国家综合地质图ꎬ创建了这些国家的地质与矿区信息系统ꎬ并对相关国家

的地质科学研究和矿业发展进行规划ꎮ②

结　 语

综上所述ꎬ作为经济发达但在诸多关键矿产资源上对外依赖严重的地区ꎬ欧盟对

其矿产资源安全的维护显然是成功的ꎬ尽管欧盟追求资源自立的战略工具十分有限ꎮ

但是ꎬ在物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ꎬ欧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建立的全球矿产资源

治理体系ꎬ包括自由贸易原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信息采集系统

等ꎬ却因路径依赖效应得以保留:在技术层面ꎬ欧盟通过合理的内部资源协作、积极的

技术创新、完善的资源效率和回收管理体系以及对外部资源供应系统的尽可能优化ꎬ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压力ꎻ在政治层面ꎬ欧盟通过强化资源自由贸易规范、控制

(或影响)资源定价机制、推广新的资源生产和利用标准以及维持其对资源信息的控

制ꎬ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稳定的、有管制的资源全球治理体系ꎮ

从欧盟的经验可见ꎬ对自身权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具有清醒的认识ꎬ并加以合理运

用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治行为体的权力劣势ꎬ从而帮助其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ꎮ

当然ꎬ欧盟的矿产资源战略也面临一些挑战ꎮ 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与俄罗斯交恶ꎬ以

及过度介入中东事务的外交战略对其资源安全战略造成的不利影响ꎮ 即使资源全球

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和规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外交层面的矛盾对资源贸易活动的

影响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这种外交龃龉无疑大大助长了资源供应国打破规范的动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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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唐金荣、施俊法:“英国地质调查局的定位及其未来发展方向”ꎬ«地质工作战略问题研究———中国
地质矿产经济学会青年分会 ２００５ 年年会学术论文集»ꎬ第 ３６４－３６９ 页ꎻ唐金荣ꎬ杨宗喜ꎬ周平:“英国地质调查局转
型发展期的经验与启示”ꎬ«地质调查动态»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ꎻ另参见英国地质调查局相关网页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ｇｓ.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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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欧盟地质调查协会(ＥｕｒｏＧｅｏＳｕｒｖｅｙｓ )网站数据: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ｇｅｏｓｕｒｖｅｙｓ.ｏｒｇ / 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 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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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如果欧盟不能综合考虑外交和资源安全ꎬ那么其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就会不断

增强ꎮ

国际资源供需格局正在不断变化ꎬ欧洲国家矿产资源消费减少ꎬ中国印度等新兴

大国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多ꎬ矿产资源消费中心正由西向东转移ꎻ然而ꎬ全球矿

产资源贸易规范、定价权、产业标准和信息数据等的权力中心仍部分掌握在欧洲国家

手中ꎮ 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的消费中心和权力中心脱节现象日益凸显ꎮ 众所周知ꎬ未

来全球资源的可持续治理、资源和环境冲突、资源和大数据等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ꎮ

欧洲国家作为矿产资源价值分配链的重要环节ꎬ需要推进全球资源治理的改革ꎬ与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展资源治理合作并参与资源规则的完善和维护ꎬ共同推动全

球矿产资源格局向公平、共赢和可持续方向不断发展ꎮ

(作者简介:于宏源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ꎻ余博闻ꎬ多伦多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ꎮ 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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