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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中国和欧盟 ( EU )在能源和气候安全领域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以及开展互利

合作的战略机会。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 ,中国作为全球发展最为迅猛的经济体 ,二者

经济力量的联合将创造前所未有的良机 ,由此产生的规模效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气候友好

型产品与服务的成本。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为今后双方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深化合

作奠定了基础。通过携手合作 ,中国和欧盟可以成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原动力。文章还就

中国和欧盟在能源与气候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双方在电力、建筑、交通、贸易投资等领

域的合作机遇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为中国和欧盟决策者勾勒出了携手迈向低碳经济的发

展蓝图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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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是一项由欧洲和

中国研究机构发起的创新课题。参与单位有英国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第三代环保主义 ( E3G)、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

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该项目旨在阐明今后 25年内中国和欧盟在能

源安全和气候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挑战和机遇 ,并针对双方今后为

实现气候与能源安全目标展开合作的优先事宜提供高质量的独立分

析。课题组的成员主要有李永怡 (Bernice Lee)、潘家华、姜克隽等。

①　N icholas Stern, et al, S 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 ics of C lim 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庄贵阳 :《低碳经济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 》,北

京 :气象出版社 , 2007年版。

一 　引 　　言

随着全球对能源和气候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增

强 ,一场能源和气候革命热潮正在全球兴起 ,并对世

界经济产生了连锁效应。为了应对这样的新局面 ,

决策者和企业领导者纷纷调整贸易、融资和生产规

划的各项策略。然而促使他们调整其决策的真正原

因是低碳经济带来的潜在政治与经济利益。《斯特

恩报告 》指出 ,到 2050年 ,低碳能源产品的市场价

值将至少为年均 5 000亿美元 ,并有可能远高于这

一数据。①据近期研究估计 ,仅中国在低碳技术中的

投资需求就达到年均 250亿美元。②据国际能源署

预测 ,到 2030年 ,全球能源消费将在目前的基础上

增加 55% ,而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费在近期并

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在过去 8年中 ,石油价格上

涨了 5倍 , 2007年 10月的价格更是达到了 1979年

以来的历史高位 (以不变价格计算 )。全球不断紧

缩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刺激着新技术的开发 ,居高

不下的能源价格和动荡不定的供给促使人们寻求更

加高效的能源消费方式。《斯特恩报告 》估计 ,面对

能源和气候问题 ,各国政府的不作为而导致的气候

变化所产生的损失估计会占到全球年均国内生产总

值 ( GDP)的 5%至 20% ,这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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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期共计造成的损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 ( IPCC)在 2007年最新发布的综合研

究报告显示 ,在极端的情景下 , 21世纪末 ,全球气温

将升高 4°C～7°C,立即采取措施带来的经济利益是

相当可观的。① 2005年 ,全球承受了气候混乱造成

的有史以来最惨重的经济损失 ,共计达到 1 850亿

美元。由于气候感应性比先前预计到的更为严重 ,

决策者们应担负起制定风险管理对策的责任 ,以便

尽可能将气温升幅控制在 2°C以内。为实现这一

目标 ,全球二氧化碳 (CO2 )的排放量到 2050年至少

需要降低到 1990年水平的 50%以下。对于欧盟成

员国等发达国家而言 ,这意味着大约到 2020年 ,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将至少削减到 1990年水平的 30%

～35%以下。图 1显示了国际能源署 ( IEA )对中国

和欧盟未来在 BAU情景下排放的预测。②

图 1　国际能源署对欧盟与

　　　中国未来的 CO2 排放预测

中国当前能源消耗是就其基础设施需求和消费

模式而做出的决定 ,这将对稳定和减少全球范围内

温室气体排放 ,对将可行的减排速度保持在可持续

发展的水平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05年 ,中国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19% ,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27%。据初步估计 ,虽然 2006年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 ,但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

尚不足欧盟人均值的 1 /3以及美国人均值的 1 /6。

欧盟注重发展和采用先进的气候技术与中国致力于

提升在全球经济生产价值链中地位的目标也是相互

吻合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出 , ③中国

将“借助于外国投资者 ,努力实现从简单加工、组装

和低水平生产向研发、高端设计、现代化物流及其他

新领域的转型。这将有助于使中国成为世界高附加

值产品的生产基地之一。”④

本文将就中国和欧盟在能源与气候安全性的相

互依存关系 ,对双方在电力、建筑、交通、贸易投资等

领域的合作机遇进行深入的阐述分析 ,旨在为中国

和欧盟决策者在合作迈向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上提

供政策建议。

二 中欧相互依存的基础

(一 )日益增加的一体化经济格局

从双边贸易来看 ,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的相互

依赖关系日趋显著。现在 ,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

伙伴 ,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约占中国

对外贸易额 18. 9%的比例。⑤ 同时 ,欧盟也是中国

最大的科技 ( 50% )、外国直接投资 ( 7. 9% )和服务

产业 (17. 5% )的供应商。1999～2005年 ,欧盟对中

国的进口与出口贸易均增长了 1倍以上 ,总额分别

达到 722亿欧元和 1 687亿欧元。英国外交部环境

变化特别顾问约翰 ·阿什顿 (John A shton)曾表示 ,

欧洲经济的健康发展越来越依赖欣欣向荣的中国经

济。对于欧盟公司而言 ,在中国进行投资可利用较

低的成本投入 ,有助于保持良好的竞争力。廉价的

中国产品对欧洲消费者则意味着较低的价格。中国

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也在与日俱增 , 2003年

为 8% ,而欧洲资本在其他国家的平均回报率为

6%。据估计 ,如果中国不能保持其快速的经济发

展 ,欧洲的工资水平在未来 30年内将降低 16% ～

40%。⑥

(二 )共同的能源与气候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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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着共同

的挑战。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

国 ,同时还是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据国际能源署

( IEA)预计 ,到 2030年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能

源消费国 ,届时中欧双方 80%的石油供给都将依赖

进口。中国与欧盟都希望通过提高能效和利用可再

生资源来加强能源安全 ,为此双方制定了颇为相近、

但又都任重而道远的能源政策。

欧盟已经承诺 ,到 2020年将能源强度 (单位

GDP能源消耗 )降低 20% ,届时 20%的能源将来自

于可再生领域 (包括 10%来自生物燃料 )。2020年

之后 ,如果可行 ,欧盟还承诺将把碳捕获和储存技术

(CCS)应用于所有新建的化石燃料发电站。

与此相对应 ,中国在 2005～2010年的五年规划

中承诺 ,将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降低 10%、能源强

度降低 20%、工业用水降低 30%。此外 ,规划还包

括提高能效和能源多元化发展 ,以实现到 2020年风

电、水电和核电的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3 000万千瓦、

3亿千瓦和 4 000万千瓦的目标。

(三 )强大的气候经济效益

在气候经济领域 ,欧盟 15国是中国清洁发展机

制 (CDM )项目核证减排量 (CER s)的最大买家。双

方于 2007年 7月 18日签署了在 2012年之前购买

8. 73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协议 ,这是中国产生的

经核证减排总量的 77%。据近期分析显示 ,到 2012

年 ,欧盟 15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减排量缺口将达到

20173亿吨至 3217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① 因此 ,中

国的核证减排量对欧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非常

重要。2006年经核证减排量的平均价格为 10. 90

美元 /吨 CO2。假设每单位 CER s价格保持不变 ,中

国将能够从欧盟筹集到 95. 2亿美元的投资金额。

三 避免碳锁定密集型投资

中国和欧盟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量总

和约占全球的 1 /3。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 (美国

一国的能耗占全球能耗的 20% )的全球第二大能源

消费国 ,在所有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中 ,能源需求增长

速度最快。据 IEA估计 ,全球能源供给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需求在今后 25年内将高达 22万亿美元 ,仅

中国就需要 3. 7万亿美元。欧洲在未来 20年内也

将更换相当一部分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能源投资

的方式和种类将对该地区未来的能源利用模式和相

应的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决定性影响。现在的错误投

资类型不仅会影响到当前的消费 ,同时还会加大未

来实施变革的难度 ,造成碳锁定 ( carbonlock - in)的

棘手局面。电力、建筑、交通都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

体排放的大型基础设施 ,对能源效率的投资导向将

决定未来几十年的能耗和排放趋势。

(一 )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是中国煤炭消费最重要的部门 ,而其

发展速度也令人瞩目。据估计 ,到 2030年 ,中国新

建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26亿千瓦 ,其中 70%为燃

煤发电。同期欧洲也将新增 85亿千瓦的发电能力 ,

以逐步取代将被淘汰的老机组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

力需求。因此 ,两个地区都有责任确保计划投建的

发电站不会使全球陷入面临高排放的尴尬局面。

同时 ,对整个电力行业的投资成本并不仅限于

发电厂本身。例如 ,中国预计将在输配电网上投入

巨资 ,预计到 2030年总需求将超过 1万亿美元。这

一数据表明 ,中国推行能效项目计划能够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 ,有助于取消或延缓新增供应容量需求

的投资。全世界建造发电站的成本在不断上涨 ,这

一成本自 2005年起已上涨了 30%。② 如前文所述 ,

预计在未来 20～30年间 ,中国和欧盟需要的新增发

电容量总计将超过 20亿千瓦 ,该容量按计划将运营

50年左右。因此 ,如果新的发电厂拥有较高的单位

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这将很有可能从根本

上决定电站整个运行阶段的排放情况。

加强欧盟与中国的合作 ,可以降低整个煤炭燃

料循环中产生的持续性影响 ,包括提高从煤炭开采

到电力或热能的利用效率。欧洲还应在碳捕获和储

存 (CCS)技术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建立起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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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 ,以加速这一技术在中国和欧

洲的商业化进程。

(二 )建筑用能

由于建筑物每隔 30～50年才需要进行大修或

改造 ,因此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方式将影响未来几

十年的能耗状况。在中国北方冬季供暖的城镇地

区 ,每年建筑采暖消耗约 1. 3亿吨标煤 ,占中国建筑

能源的近一半。① 目前 ,住宅和商业建筑预计占终

端能源消费量的 18～20%②,约占中国 2004年二氧

化碳总排放量的 25%左右。③ 从 2000年开始 ,中国

每年竣工的建筑面积超过 20亿平方米。④ 中国每

年建造约 12亿至 14亿平方米的住宅建筑 ,消耗掉

了钢铁总产量的 20%和水泥总产量的 17. 6%。⑤

从现在起到 2020年 ,新建房屋的数量将等同于目前

欧盟 15国住宅保有量的总和。⑥ 中国现行的建筑

节能规范如果得以有效执行 ,将能产生巨大的能效

收益。而通过引进欧盟最先进的建设技术 ,将会节

约更多的资源。欧洲的建筑能耗也占到了全社会能

耗的 40%之强 ,各国都在致力于推动既有建筑的节

能改造和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这无疑

为中国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启示。中国的建

筑保温隔热标准仍然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特别是

北欧国家 ,而且在一些地区规范的实施和执行力度

尚有待加强。

与低能效的房屋相比 ,完全达到中国建筑节能

标准的房屋可以节约 45%的生命周期能源。⑦ 如果

中国的建筑在设计时采用瑞典当前通用的标准 ,则

全寿命周期的能源消费节约幅度可提高 60%以上。

欧盟和中国可以共同努力 ,广泛拓展现行“准零能

耗”住房建设技术 ,并在此行业内合作开发出能效

更高和更具成本效益的建筑节能技术。

(三 )交通用能

交通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20% ,其中 3 /4来自于道路交通工具。图 2是国际

能源署对欧盟和中国交通部门的排放预测。在中国

和欧盟 ,用于交通运输的燃料消费增长速度不断加

快 ,在中期将超过所有其他资源所产生的排放递增

速度。目前 ,中国共有约 3 700万辆汽车 ,并可在未

来 25年内增长 10倍。⑧ 中国汽车中有 80%是合资

企业制造的 ,很多合资伙伴来自欧盟国家 ,因此双方

有机会合作 ,在巨大的联合市场上共同推出更高的

排放标准。同样 ,在低碳和可持续液态运输燃料的

研究方面 ,也存在共同开发和利用的机遇 ———例如

围绕新一代生物燃料进行的开发。

图 2　中国与欧盟交通运输行业的排放量预计

　　资料来源 : IEA, 2006。

中国的汽车排放标准与欧洲的同行业标准相比

仍然有一定差距。中国政府已经提出 ,到 2010年 ,

国内车辆排放标准要达到国际标准。⑨ 1998年 3

月 ,欧盟车辆制造商与欧洲委员会签署了一份自愿

协议 ,约定到 2008年将排放量减少至 140克二氧化

碳 /公里 ,并有可能到 2012年进一步减少至 120克

二氧化碳 /公里。2006 年 ,中国向欧洲出口了 76

600辆汽车 ,较前一年增长了 171%。欧盟已成为中

国汽车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 ,因此欧盟排放标准将

对中国的车辆制造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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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erp lexe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 ic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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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引领能源和气候技术竞争

(一 )技术竞争

在低碳技术解决方案方面 ,竞争为中国与欧盟

本着互利的原则采取新的技术合作模式提供了良

机。对于中国而言 ,这种竞争意味着在提高产品附

加值的同时 ,还逐步消除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环

境污染问题。对于欧盟而言 ,竞争意味着在降低能

源转型成本的同时 ,开辟了低碳产品与服务的新市

场。制定有助于技术创新与推广、创建或拓展市场

以及促进低碳技术大范围应用的机制 ,该机制可对

联合研究与开发投资起着很好的配套作用。将开拓

性的技术创新和推广设定为政策目标 ,需要创造性

地平衡对创新者或投资商两方面的激励 ,同时又在

可承受范围的价格内最大程度地利用气候技术 ,以

避免今后被落后的技术锁定。

除了建立必要的实用框架 ,能源和气候政策还

包含对创新与普及的激励机制 ,应改革现有的对无

益于低碳技术的低效率技术的补贴。

推动全球低碳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实用而有效的

发明激励机制一直以来都进展缓慢。支持全国领先

区域或保护本土市场的要求 ,往往成为生产方案风

险共担、研究成果汇聚和创新市场激励机制合并的

拦路虎。中国和欧洲两个地区为合作创新而分配的

许多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中欧双方可以采用技

术合作的新模式来降低成本并加速发展。这就要求

在低碳技术创新和普及的框架中明晰激励机制并协

调处理好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和执法能力之间的联

系。

在新的节能和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过程中 ,应

当避免只看到高科技的作用。当面对迈向低碳之路

所需要的高科技与“突破性 ”技术时 ,我们很容易轻

视通过推广增量技术 (如更先进的保温与炉窑技

术 )以及“软件 ”措施 (如交通拥堵收费、工业流程优

化培训、精益制造 /质量管理 )所取得的巨大收益。

当然 ,“软件 ”措施与增量技术在实施难度方面与需

要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的新兴技术 (如气化与碳捕

获及储存 )相比壁垒较少。

(二 )建立转向低碳未来的国内创新体系

有两种互补力量制约创新的激励机制 ,分别是

技术推动力 (即政府与私营部门通过进行针对性的

研发投资实现由科学探索向商品化转变 )和市场拉

动力 (即将产品投入市场的激励机制 ,其中包括定

价机制与监管标准等 )。

据了解 ,在竞争性市场中 ,企业倾向于不按社会

要求的相应最佳数量进行研发投入 ,原因是企业担

心无法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其前期投资。①

政府应寻求通过提供不同类型鼓励创新的奖励方式

来改变这种市场失灵状况。激励机制可包括研究补

助、税收抵免以及由政府机构直接或通过合作的方

式参与研究。对新创业者实施这些激励机制至关重

要 ,因为行业内已存在的企业不太可能进行变革性

创新。②

在节能市场需求不足的地区 ,政府也许有必要

通过市场拉动措施进行干预 ,其方法包括 :设定长期

碳价格、制定监管要求、确立政府采购的目标以及颁

发技术奖励等。欧盟有超过半数的可再生能源研究

项目由政府企事业单位实施 , 2002年用于此项事业

的支出为 3. 493亿欧元 ;私营部门用于此项事业的

支出为 3. 4亿欧元。③ 除了欧盟范围内的计划之

外 ,欧盟成员国还制定了各自的研发计划。

(三 )当前激励低碳创新工作的挑战

中国与欧盟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 :国

家创新政策依然处于国家产业政策的附加政策地

位。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 ,均具有培养本国优秀企

业的愿望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致力于获得较大份额

价值链的国家尤为如此。产业政策只需向少数龙头

企业提供补贴及税收减免措施即可体现出这一点。

但是 ,考虑到气候与能源安全的重要性 ,培养国家领

军企业与减少碳的排放往往会产生矛盾。这些目标

中可产生冲突的领域包括 :新兴产业保护、国内电力

市场监管、阻挠国外机构收购国内企业、公共与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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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期限等。同时 ,低碳与能效市场的出现为

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拓展机

会。

(四 )形成创新与推广关键技术的授权环境

要建立必要的授权框架 ,能源与气候政策需要

包含对创新与推广的激励机制 ;另外所有创新政策

应考虑气候与能源安全目标。必须改革现有的对无

益于低碳替代能源的低效率技术的补贴制度。研发

投资需要配套政策加以扶持从而促进开发或拓展市

场以及促进大规模采用低碳技术。在许多领域 (如

风力发电或太阳能发电 ) ,激励措施源于要求电力

事业部门用能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或

者允许电力事业部门通过“并网电价 ”按优惠条件

出售可再生能源。① 源于监管、价格与政府采购对

策所产生的市场拉动力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前文所述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通过政府和

民间交易引进技术的来源地之一。“中欧科技合

作 ”与“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为两大双边合作计

划。前者为一项综合性的科技计划促使中欧双方于

2005年签署了关于交通运输与能源战略的《谅解备

忘录 》,其中包括洁煤战略。② 后者则具体关注低碳

技术 ,其重中之重是可再生能源技术 ,能源效率以及

包括碳捕获与储存技术在内的近零排放 /洁煤技

术。③

为研发而上马的欧盟正式研究计划欢迎中国人

参与 ,其中“第七框架计划 ”中的一些项目是专门针

对中国合作伙伴的。关于使用化石燃料进行可持续

性发电联合先导计划的磋商正在进行当中 ,其中包

括近零排放煤炭技术以及在欧洲与中国建造示范发

电厂。在前一届欧盟框架计划 (即“第六框架计

划”)中 ,中国涉及能源项目有 28个 ,项目经费共计

6 600万欧元。④

(五 )更好地利用一体化生产链

应当更好地利用中欧生产链的一体化特点 ,从

而向两个方向推动新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在过去的

10年间 ,外资企业明显提高了其在高科技出口中的

份额 , ⑤而合资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所占份额却开

始下降。⑥ 例如 ,到目前为止 ,这些外资企业通过引

进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 ,已成为了主要的对华技术

转让渠道。中国所采取的提升增值链的策略是通过

合资公司或许可协议的方式获取技术协议与实际知

识 ,然后逐步获得独立的设计与制造能力。⑦ 然而 ,

外资企业却很少将技术创新或产品设计放在中国进

行 ,从而限制技术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潜在外部影响。

许多核心技术依旧由合资企业内的外方或者海外企

业总部所控制。

(六 )获得创新或推广的知识产权

各种各样的低碳技术以及对低碳技术的需求要

有不同的创新、应用以及推广模式 ,其中包括知识产

权的灵活性。同时 ,新技术的推广速度将对实现减

排与确保安全供给的目标至关重要。向中国推广低

碳技术的重要障碍是企业可仿造 ;另一个潜在障碍

是技术领先企业是否愿意向其他企业授权使用其技

术。这取决于技术领先企业是否坚信在授权其他公

司使用其技术时不会失去对其技术的控制权 ,而这

部分取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效力。用于获

得对技术控制权的机制包括 :精心安排的生产工艺

转让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或通过并购或收购的方

式实现中国与欧洲企业的整合。

五 　贸易与投资

(一 )促进低碳贸易

贸易和投资在促进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斯特恩报告 》就强调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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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际碳融资的全面转变。发展中国家低碳投资的

成本不断增加 ,预计每年至少将达到 200亿 ～300

亿美元。从双方市场容量来看 ,中欧贸易活动将会

影响全球市场。加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低碳贸易可

以形成良性循环 ,有助于扩大全球低碳产品市场规

模 ,从而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历史经验表明 ,中国

和欧盟可通过合作对关键产品制定一致的标准来加

强双边贸易 ;此外 ,还可在这些区域内建立国际标

准。这些潜在的机会有助于消除企业家可能存在的

因快速向低碳经济转型而带来的对竞争力的担忧。

贸易和投资还可改善双方市场对各自比较优势

的利用 ,从而达到投入的节省和价格的降低。比如 ,

中国制造节能灯泡方面的优势明显 ,可帮助欧盟达

到能效目标。其他互利的潜在领域还有太阳能电池

板和小型风机 ,欧盟本地的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自

身的需求。欧盟在环境技术服务方面处于全球领先

水平 ,这正是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必需的。

双方贸易量日益增长 ,为中国和欧洲的企业提供了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一般来说 ,欧盟和中国对高碳产品的关税比低

碳产品高。例如 ,欧盟对环保产品征收的关税是高

污染产品的一半。目前 ,低碳产品的关税都不高 ,而

欧洲关税通常比中国还低。目前 ,存在两种主要的

非关税贸易壁垒 ,如欧盟存在反倾销保护和高标准

的产品进口要求。另外也存在一些投资壁垒 ,中国

的情况更是如此 ,具体包括对本土化 /控股的有关规

定、劳动要求和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确定性。

抑制投资的一个更根本原因是潜在投资国缺乏需求

和较低回报率 ,就像中国的空调和水泥行业那样 ,这

些行业执行的环境标准肯定比欧盟要低。

(三 )全面考虑内涵碳排放

随着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与日俱增 ,对与贸易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即所谓的

内涵碳 ( emedded carbon)的研究应运而生。国际贸

易使得二氧化碳排放责任评估变得更为困难。欧

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越来越依靠中国来制造各种

各样的产品。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欧盟和其他国家

正将排放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地方。① 世界自然基金

会的一项研究表明 ,中国与出口商品有关的二氧化

碳年均排放量达到 28. 7亿吨。② 英国丁铎尔气候

变迁研究中心 ( 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2
search)的研究表明 ,中国出口商品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达 14. 9亿吨 (相当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的 40% ) ,而进口商品中的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 3. 8亿吨 ,造成二氧化碳净“出口 ”多达 11亿吨

左右。这相当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3%。

今后中欧双方应该合作探讨研究“计算双边进出口

商品中嵌入式碳含量 ”的科学方法。

(四 )建立更灵活的贸易体系

中欧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使双方可以借助对方

的比较优势 ,帮助对方实现各自在能源和气候安全

上的目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FTA)确立的贸易关

系持久性不仅使商业活动具有长期的可预测性 ,而

且还建立起改进双边贸易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机制。

与达成多边协定相比 ,双边协定更容易满足当事各

方的情况和要求 ,而且谈判也更简单。自由贸易协

定对双方来说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备选方案。而且 ,

降低在低碳商品和气候适应技术上的贸易壁垒可为

世界贸易组织在环保产品和服务自由化方面的谈判

树立榜样 ,有助于促进低碳经济全球化。

(五 )服务自由化

对于中国和欧盟来说 ,实现低碳和能效活动相

关服务的自由化能够扩大这类活动的规模以及提升

活动的效果。比如 ,双方都能从扩大与气候变化适

应 (如垃圾管理、用水服务或污染控制 )和缓解排放

(如建筑设计或能效 )相关的服务贸易规模中获益。

此外 ,还需要有具备专门技术 (如低碳技术、会计和

生产专业技术 )的人才 ,如工程师、建筑师、项目经

理和能效专家来提供专业服务。这些类型的服务自

由化可以成为双边义务的一部分 ,也可以在世界贸

易组织 (W TO)多边义务的背景下存在。

而基于项目的服务自由化如果与中国的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或举措相关联 ,可能会更具吸引力。事

实上 ,服务自由化能够使这些项目对投资者来说更

具吸引力。

(六 )投资

—03—

　中国与欧洲在能源和气候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性

①

②

W ang Tao and J im W atson,“W ho Owns China’s Carbon Em is2
sions?”Sussex Energy Group and 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2
search, B riefing Paper 23, 2007.

WW F,“W hy the EU Should Review Its Trade Defence Instru2
ments”, WW F Position Paper, 29 August, 2007.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年第 8期

对于中国和欧盟来说 ,有必要通过增加投资来

实现低碳目标 ,对于能源部门来说更是如此。欧盟

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放开外资 ,中国已成为欧洲投资

者普遍青睐的投资目标国。本土化和中方控股被认

为是妨碍在华投资的两大障碍。比如 ,尽管在风电

行业中外资公司居多 ,但中国要求中方在新建风电

项目时必须控股 70%。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

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些要求可能违反了 W TO协

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采取更为灵活的方

法也许更有效 ,批准外商投资项目不应根据固定的

投资比例 ,而应根据推动投资者和当地企业开展创

新合作的投入总额。① 表 1概括了鼓励低碳投资的

各种政策工具。

表 1　投资低碳项目的鼓励政策

税收激励

政策

减少对参与低碳项目的企业征收企业所得

税 ,低碳项目免税期加快折旧提成 ,低碳项

目免税制造 ,低碳排放产品出口免税 ,减少

参与低碳项目外籍人士的税收

财政激励

政策

低碳项目投资奖励基金 ,低碳项目信贷补

贴 ,低碳项目信用保证

其他政策

服务费补贴 ,指定的低碳项目相关基础设施

补贴 ,碳项目优先取得政府合同 ,对于低碳

项目阻止后进入者或赋予垄断权 ,对于制造

低碳排放产品的企业给予进口保护 ,地理区

域鼓励政策 ,某些特定地区的鼓励政策

如果欧盟和中国考虑制定一个有关低碳项目的

具体的双边投资协定 ,就必须有效平衡投资者的权

利和义务。② 这种平衡将会促进投资 ,使之实现低

碳政策目标。

六 　政策建议

(一 )构建低碳经济区

在中国建立两个类型的低碳经济区 :一个位于

经济繁荣的东部地区 ,另一个则位于欠发达的西部

地区。这些低碳经济区将成为经济转型政策的试金

石 ,而这种经济转型是能源体系向低碳经济过渡所

必需的。建立低碳经济区将使多方受益 ,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 :

第一 ,建立低碳经济区将使外国投资从加工、组

装和低水平的制造业转向研发、高端设计和现代化

的物流及其他新兴领域。

第二 ,除了充当新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实验

基地外 ,低碳经济区还能增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的出口。

第三 ,低碳经济区还能成为公共实体 (如地区

发展银行 )或重要国际伙伴 (如欧盟 )提供特许贷款

和援助的重点地区。

第四 ,低碳经济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能

够尝试先进的管理模式。

第五 ,这些低碳经济区还可建设成为气候变化

影响和适应措施的高标准中心 ,在这里汇集有关气

候变化影响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必备技术的研究开

发 ,并引入合资公司或应用于政策方案 ,以提高中国

在能源和气候方面的应变能力。

低碳经济区侧重吸引研究及高端制造领域的投

资 ,这与中国政府转变原有简单加工组装型经济模

式的愿望是一致的。欧盟可与中国在这些经济区侧

重于能源和气候合作 ,以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显示大

规模能源转型同样切实可行。

(二 )制定高能效产品的世界级标准

制定高能效产品的世界级标准可以为中国以及

欧盟等主要制造国提供许多优势 ,例如 ,依照“生态

化设计指令 ( Eco - Design D irective) ”的规定 ,欧盟

即将对主要能耗商品制定更加严格的能效标准。中

国与欧盟可以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以制定积极的

能效以及低碳商品标准 ,从而推动两大市场的高能

效产业的发展。同时 ,欧盟和中国可以就统一双方

市场之间产品的标准 ,展开政府间对话 ,以降低成本

和扩大市场规模。

(三 )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和保证煤炭的

可持续供应

中国和欧洲都面临对来自政治不稳定地区的石

油进口依存度日益上升的问题 ,同时也注意到 ,交通

行业碳排放的急剧增长完全抵消了其他领域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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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R. Steenblik,“L 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Renewable -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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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中国 80%的汽车都由中外合资公司生产制

造 ,而其中许多企业的合资方就来自欧洲。这为双

方统一能效和污染标准提供了机遇。双方可以通过

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这些问题的转型成本 : ( 1)通

过统一平均车辆能效标准 ,合作引入超高能效汽车

的激励机制 ,并就其强制性技术的市场份额目标达

成一致 ; (2)共同制定替代运输燃料的标准 ,如使用

可持续低碳生物燃料 ; (3)启动与低碳经济区相联

的、以实现城市交通模式向快速公交系统转变的联

合先导计划。

保证煤炭的可持续供应是中国与欧盟的能源工

作重心。双方可以加强现有的能源合作 ,以便制定

一系列双方均认可的基准和原则 ,从而提高能效并

降低对煤炭燃料链可持续前景的冲击 ,这些措施包

括加强大型燃煤电站碳捕获和储存 (CCS)技术开发

的合作。

(四 )构建欧盟与中国超高能效建筑研究平台

中欧超高能效建筑研究平台可以成为欧盟与中

国在该高速成长领域进行合作 ,把握技术和开发机

遇 ,避免能耗居高不下的有效方式。二者都亟待从

示范生态房屋、乡镇和城市发展中汲取的经验以切

实可行的方式加以应用 ,从而在未来 10年内使所有

新建房屋实现零能耗。中国与欧盟双方应该建立起

超高能效建筑研究平台 ,在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部

门的参与下带动新型材料、建筑技术、商业模式、供

应链组织和标准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使能效技术得到

全面的普及。

(五 )探索中国与欧盟达成低碳自由贸易协定

的可能性

中国和欧盟都能够从增加高能效和低碳产品的

贸易中获益。可成立中欧联合工作组 ,制定促进高

能效和低碳产品贸易的协议框架 (包括低碳商品贸

易的核心原则 ,其中应包括采用与贸易相关的环境

手段 ) ,界定低碳商品尤其是创新产品的框架标准 ,

为低碳商品贸易的测量提供方便 ,例如确立共同标

准、强化认证和检测制度以及统一的标识。工作组

可以评估在高能效电子产品、低碳建材和设备、气候

监测和评估仪器以及适应技术等领域内消除关税壁

垒的可能性。通过倡导一种自由的方式开发低碳市

场 ,欧盟与中国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创探讨零排

放可再生资源、能效和气候适应技术的先例 ,上述做

法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市场。

(六 )拟定低碳投资机制

中欧双方还需要加大适应技术方面的外国直接

投资与合资。有关外资及服务业的探讨、研究项目

的利用、政府采购以及知识产权的政策目标之间具

有内在的矛盾冲突。广阔的全球碳市场在解决气候

变化方面的有效性将会受到这些领域的经济限制 ,

导致成本提升并使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

中国和欧洲应探索签订互利互惠的特殊投资协

定的可能性 ,从而放宽中国对于建立外资控股企业

的限制以及对本土化程度的规定 ,以便促进碳融资

以及更加紧密的技术合作 ,包括以合理的价格获得

专利技术的使用权。

七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中国和欧盟 ( EU )在能源和气候安

全领域存在的诸多共同利益 ,概述了双方为实现在

能源和气候安全上的互利而展开合作的战略机会。

从维护双方在能源和气候安全的角度 ,对如何抑制

碳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发展低碳经济和贸易所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部门的详细论述 ,对相关政

策机制的建立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在中国建立低碳

经济区这一构想 ,同时分析了低碳技术合作在知识

产权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技术本身并不构成对发展

低碳经济贸易的直接障碍 ,但对促进节能和环保技

术产品大规模推广起着关键作用 ,另外 ,本文还对诸

如双方的能效和环保产品标准、贸易协定、关税壁

垒、知识产权、技术合作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

述。我们对中国和欧盟在今后在能源和气候领域展

开进一步的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议。双方的合作重点

应当着眼于低碳贸易双边协定、降低能源对外依存

度、促进低碳投资机制、统一能效标准等影响未来中

欧能源和气候安全的关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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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 and China, the fastest2growing economy, can p rovide unp 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generate benefits of

scale which will lower the costs of climate2friendly goods and services globally. The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could become the de facto engine of global low2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m iti2
gation of the worldwide globalwarm ing p rocess. The EU2China interdependence on both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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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and the“market”app roach and links this framework to the debate betwee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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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orld Econom ics and Politics No. 8,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