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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欧盟的能源议题ꎬ如能源政策一体化、内部能源市场、能源安全以及能源

外交等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ꎬ但有关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ꎮ 本文

尝试通过剖析欧盟的对外能源关系考察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ꎮ 本文认为ꎬ欧盟通过

外交建立了一个外部能源关系动态的“三层结构”ꎬ并将其对外能源政策纳入发展援助以

及投资合作政策之中ꎮ 欧盟通过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协议或“行动计划”ꎬ将资金投入到

能源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项目上ꎮ 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能源

项目的投资正成为欧盟实现对外能源政策的主要手段ꎮ 但是ꎬ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发展

也受到内部能源市场改革、制度设计以及第三国的偏好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ꎮ

关键词:欧盟　 对外能源政策　 能源共同体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欧盟不断推进能源效益和内部能源市场的立法与改革ꎬ成

员国内部能源领域的政策也逐步趋同ꎮ ２１ 世纪初ꎬ国际油价不断上升ꎬ加之对能源进

口已呈现出过分依赖的局面ꎬ使欧盟开始关注能源供应安全的问题ꎮ 经历了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的两次俄罗斯与乌克兰天然气“斗气”后ꎬ欧盟一方面加快了内部电

力和天然气市场一体化的改革步伐ꎻ另一方面ꎬ成员国增强了在欧盟层面整合对外能

源政策的意愿ꎮ ２００７ 年ꎬ成员国政府间会议通过了«欧洲能源政策»ꎮ 该文件首次明

确提出需要制定团结一致的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建立“泛欧能源安全共同体”ꎮ①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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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ꎬ将能源划归为欧盟和成员国的共同管辖的领域ꎮ ２０１０ 年ꎬ欧

盟能源总司和欧盟对外行动署成立ꎮ 这些机制上的变化加强了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

统一性和协调性ꎮ

欧盟是如何建立对外能源关系ꎬ又如何发展和执行对外能源政策的? 本文将围绕

上述问题展开讨论:第一部分分析欧盟对外能源关系的结构ꎻ第二部分展开政策执行

工具的实证研究ꎻ第三部分尝试探讨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发展的影响因素ꎻ第四部分为

研究结论ꎮ

一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关系结构

尽管能源在欧盟仍然属于欧盟和成员国共同管辖的领域ꎬ但当能源安全被贴上了

“欧洲利益”标签时ꎬ①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战略地位便凸显出来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对

外能源政策ꎬ是指欧盟在对外关系中涉及能源领域的政策ꎬ即包含在外交、对外援助与

发展ꎬ投资与贸易等领域的能源政策ꎮ 欧盟能源外交的法律基础是 １９９４ 通过的«欧洲

能源宪章条约»ꎮ② 当时ꎬ受制于分割的内部能源市场ꎬ欧盟层面的能源外交并未真正

展开ꎮ 欧委会 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迈向一个能源安全供应的欧洲战略»绿皮书ꎬ首次讨论

了在欧盟范围内实现共同对外能源政策的可能性ꎮ 该文件涉及的能源立法建议和有

关能源领域的章节被涵盖在后来通过的«里斯本条约»里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与乌

克兰爆发了天然气争端ꎬ欧委会随后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发布文件ꎬ首次提出将能源纳入欧

盟对外政策框架ꎮ③ 在其关于«可持续、竞争性即安全能源的欧洲战略»绿皮书中ꎬ欧

盟委员会强调“能源是保证欧洲正常运行的核心ꎬ团结一致的欧盟对外能源政策

对实现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安全的(欧洲)能源战略来说ꎬ必不可少”ꎬ并进而提出了建

立“泛欧能源安全共同体”的主张ꎮ④ 同年 １０ 月ꎬ欧委会向欧盟理事会提交了题为«对

外能源关系:从原则到行动»的文件ꎬ明确阐述了未来 ３ 年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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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ꎮ① 随后ꎬ成员国在欧洲理事会上形成了对外能源政策的共同立场ꎬ即能源安

全是欧洲的核心利益ꎬ而统一的对外能源政策是实现能源供应安全和增强市场竞争力

必不可少的保障ꎮ② ２０１０ 年ꎬ欧盟在文件中诠释了对外能源政策的内涵ꎬ即通过外交

与第三国建立不同程度的能源关系ꎬ借助发展援助政策以及贸易、投资等保障欧盟的

能源安全ꎬ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提高能源效率ꎬ扩大欧盟内部能源市场的外延ꎬ最

大程度地保证欧盟能源供应及中转安全ꎮ③

欧盟又是如何通过外交建立与第三国的能源关系呢? 笔者认为ꎬ欧盟对外能源关

系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ꎮ 第一层为“能源共同体”国家ꎻ第二层为欧盟睦邻伙伴国家

及中亚五国ꎻ第三层为重要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家ꎮ 第一层ꎬ即“内核”ꎬ为“能源共同

体”国家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欧盟(代表当时的 ２５ 个成员国)与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

亚、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联合国监督下的科索沃签署

了«能源共同体条约»ꎮ 该条约的目的是通过有力的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ꎬ构建

一个一体化的、具有竞争力的“泛欧能源市场”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上述签署国宣布成立

“能源共同体”ꎬ启动了世界最大能源市场的运转ꎮ 此后ꎬ挪威(２００７ 年)、摩尔多瓦

(２０１０ 年)、乌克兰(２０１１ 年)陆续成为正式成员国ꎮ 截止到目前ꎬ观察员国包括土耳

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ꎮ

“能源共同体”成立后立即开始执行欧盟有关能源安全、能源效率以及市场竞争

力等方面的法规ꎬ并逐步延伸至欧盟内部能源市场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能源共同体”成员

国开始执行欧盟关于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的指令以及与连接跨境基础设施(指电网和

天然气管道网)相关的规定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能源共同体”开始实施欧盟有关能源效率

的部分规定ꎮ④ 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开始ꎬ成员国开始实施欧盟“第三个能源一揽子计

划”ꎬ⑤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完成“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后ꎬ开始执行“欧盟可再生能源

战略”指令ꎮ⑥ 事实上ꎬ经过 ６ 年的发展ꎬ欧盟建立的“能源共同体”已覆盖了西巴尔

干、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对欧盟能源供应、运输极为重要的地区和国家ꎬ并逐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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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欧盟能源政策扩展到非欧盟国家”的目标ꎮ① 在“能源共同体”内ꎬ随着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先后加入欧盟ꎬ欧盟表示ꎬ愿意与那些自愿执行欧盟立法的成员

展开自由贸易协议谈判ꎮ ２０１２ 年底ꎬ欧盟与乌克兰就签署«联系国协议»达成共识ꎮ

另外ꎬ欧盟也计划与阿塞拜疆展开自由贸易协议谈判ꎮ② 显然ꎬ欧盟积极施展外交手

段的目的是试图将“能源共同体”演化为“扩大版”的欧盟能源市场ꎮ

图 １　 欧盟对外能源关系结构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欧盟对外能源关系中的第二层为欧盟睦邻伙伴国家及中亚五国ꎮ 依据“欧洲睦

邻政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简称 ＥＮＰ)文件ꎬ欧盟南部伙伴国家包括阿尔

及利亚、埃及、加沙 /西岸、以色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塞拉利昂

等国家ꎻ东部伙伴则包括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俄罗斯

等国家ꎮ 此外ꎬ鉴于能源储量巨大和地理位置重要ꎬ以及欧盟对其的重视程度ꎬ中亚地

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也应归

于该层结构中ꎮ 与“能源共同体”国家在«能源共同体条约»作为法律基础的能源合作

不同ꎬ欧盟在本层结构中与第三国的合作是以欧盟出台的“欧洲睦邻政策”文件为基

础的ꎮ 在 ＥＮＰ 这个战略性多边框架内ꎬ欧盟与上述地区或国家签订了包括政治、经济

和文化等多方面、多边区域性协议或双边«联系国协议»(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以及

«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ꎮ 每个双边协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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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系列机构负责协调和日常运行ꎬ其中包括由一个双方外交部长组成的联系国理事

会、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支持委员会ꎬ以及各方面的技术专家小组等ꎮ 通过制定标

准化流程的行动计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欧盟将其对外能源政策通过发展援助政策以及投

资等工具融入与伙伴国家合作的优先项目中ꎮ

欧盟与南部伙伴国家的能源合作重点是开发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实现一体化的马

格里布能源市场ꎬ以及建立一个未来可与欧盟对接的电力和天然气网络运输系统ꎮ 在

«欧盟—地中海能源伙伴关系»框架下ꎬ欧盟部长理事会于 ２００７ 年通过了«欧盟—地

中海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优先行动计划»ꎮ 在该计划中ꎬ能源首次被列为重点合作领域ꎮ 欧

盟希望通过与地中海南岸国家共同开发低碳和可再生能源ꎬ逐步建立一个连接欧盟和

地中海南岸地区的统一天然气市场ꎬ将“能源共同体”延伸到该地区ꎮ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的 ５ 年时间内ꎬ欧盟及其成员国计划对该地区的能源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投入

３２ 亿欧元ꎮ 欧盟将此行动计划视为实施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新动力”ꎮ① 同时ꎬ欧

盟还大力推动“地中海太阳能计划”ꎬ以及在该地区建立和欧洲电力运输系统网络

(ＥＮＴＳＯ－Ｅ)相连接的地中海电力运输系统网络(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ꎬ 简称 ＴＳＯ)中的基础设施项目ꎮ 在积极开展能源外交ꎬ提供财政协助的同

时ꎬ欧盟还鼓励私营企业在该地区进行能源投资、开展合作ꎬ将欧盟资助的“孵化”项

目ꎬ如太阳能和风能等ꎬ培育成具有市场规模和价格竞争力的商业项目ꎮ 如 ２０１１ 年ꎬ

德国和法国的两家企业联合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开发太阳能和风能ꎬ计划在 ２０５０ 年满

足欧盟 １５％的电力需求ꎮ②

欧盟与东部伙伴国家的能源合作是在“巴库协作计划”和“东部伙伴关系能源安

全平台”下进行的ꎬ③其目的是开辟新的能源运输线、维护现有管道网络的畅通、保障

欧洲能源供应的安全ꎮ 实际上ꎬ欧盟与其东部伙伴的能源合作由来已久ꎮ 早在 １９９３

年ꎬ欧盟就启动了“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体系计划” ( ＴＲＡＣＥＣＡꎬ即“新丝绸之

路”)ꎮ 此后ꎬ欧盟发起了“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国家间项目计划” (ＩＮＯＧＡＴＥ)ꎬ

旨在建立将中亚和里海的油气运往欧洲的出口通道ꎬ如在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０ 年期间ꎬ

９６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关系结构与发展工具

①

②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Ｐｉｅｂａｌｇ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ＩＰ / ０７ / １９４５ꎬ Ｌｉｍａｓｓｏｌꎬ１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Ｄｅｓｅｒｔｅｃ ａｎｄ Ｍｅｄｇｒｉ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
ｇ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ＩＰ / １１ / １４４８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Ｏｕｒ Ｂｏｒｄｅｒｓ’”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１)５３９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
ｓｅｌｓꎬ 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７.



欧盟为参与项目的前苏联国家提供了 ５６００ 万欧元用以整合该地区过于陈旧的油 /气

管道ꎮ 乌克兰承担了欧盟 ２０％的天然气供应中转ꎬ因而成为欧盟重点关注的能源伙

伴ꎮ ２０１１ 年ꎬ乌克兰加入了“能源共同体”ꎻ２０１３ 年初ꎬ欧盟与乌克兰就签署«联系国

协议»达成了共识ꎬ即为了顺利签署协议ꎬ乌克兰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之前完成选举、司

法等相关改革ꎮ①

外部突发事件ꎬ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斗气”事件ꎬ加快了欧盟

在里海—中亚—黑海地区展开能源外交、建立能源关系的步伐ꎮ 欧盟委员会主席、能

源委员、对外关系委员以及后来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等在东部伙伴国家进

行穿梭外交ꎬ希望与中亚天然气生产国(如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国)在展开能源合

作的同时ꎬ建立一条或数条联通该地区至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运输线ꎬ即所谓的“南部

走廊”ꎮ 欧盟认为ꎬ开展与环里海—中亚—黑海国家的能源合作是欧盟能源供应多元

化、保障能源安全、减少对俄罗斯依赖的重要途径ꎮ② ２００５ 年ꎬ阿塞拜疆因其“地缘战

略位置和能源资源”而被纳入了«欧洲伙伴政策»ꎮ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欧盟委员会提交了

«黑海协作计划»建议ꎬ目的是加强与该地区的对话与合作ꎮ④ 同年 ７ 月ꎬ德国作为轮

值国主席在«欧盟—中亚能源战略»框架下正式展开了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对话ꎮ 目前

正在执行的能源合作包括«欧盟—里海能源合作»⑤和«欧盟－中亚战略»⑥ꎮ 在«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中亚区域援助战略»中ꎬ欧盟将能源列为该地区的重点援助领域ꎬ希望通过“欧

亚运输走廊计划”将该地区的天然气运往欧洲ꎬ从而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欧盟委员会代表欧盟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就建设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进

行了谈判ꎬ并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源合作协议ꎮ

欧盟认为ꎬ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ꎮ⑦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０ 年欧盟进口天然气的 ３１％、原油中的 ３４％和煤炭中的 ２７％都来自于俄罗斯ꎮ⑧

因此ꎬ俄罗斯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成为欧盟能源合作的重点国家ꎬ而合作的重点则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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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欧盟与乌克兰布鲁塞尔峰会弥合分歧寻求合作”ꎬ人民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３ / ０２２６ /
ｃ１５７２７８－２０５９６６８５.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访问ꎮ

Ｓｅｅ ＣＯＭ(２００６) ５９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１) ５３９ ｆｉｎａｌ.
Ｂｅｎｉｔａ Ｆｅｒｒｅｒｏ－Ｗａｌｄｎｅｒ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ＣＯＭ (２００７) １６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
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土耳其、乌克兰和

乌兹别克斯坦等ꎮ
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１) ５３９ ｆｉｎａｌꎬｐ.８.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ｅｐｐ.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ｓ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焦在能源供应和运输ꎮ １９９７ 年ꎬ欧盟与俄罗斯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ꎬ并于

２０００ 年建立了“欧盟俄罗斯能源对话”机制ꎮ 欧盟愿意为俄罗斯提供资金和技术以改

进能源生产和运输能力ꎬ但要求俄向外国企业开放能源市场ꎬ履行«能源宪章»ꎬ为投

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ꎬ建立快速解决纠纷机制ꎬ接受国际会计标准并改善投资环

境ꎮ① ２００９ 年俄乌天然气定价纠纷导致十多个中、东欧国家陷入天然气供应危机之

后ꎬ欧盟与俄罗斯建立了预警机制和“欧—俄天然气咨询理事会”ꎬ旨在加强能源对

话、防止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ꎮ

欧盟对外能源关系的第三层为重要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家或地区ꎬ包括对欧盟至

关重要的能源生产地如中东、海湾地区ꎬ以及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等能源消耗大国ꎮ

欧盟在该层面的能源合作重点是改善能源治理ꎬ建立透明和可预测的全球能源市场ꎬ

提高能源利用率ꎬ推广低碳能源ꎬ以及制定国际标准和为产品贴标签等ꎮ② 本文认为ꎬ

欧盟根据各国的能源属性和工业发展水平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ꎬ例如:在沙特、伊拉克

和利比亚等能源生产国家ꎬ欧盟通过“采掘业透明协作”(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

ｅｎ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计划ꎬ鼓励能源富裕国家通过公布能源公司收支状况以及政府的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等收入ꎬ提高能源治理能力ꎮ 为保证能源市场价格稳定和公平交易ꎬ欧

盟也在考虑与海湾合作委员会(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展开

谈判ꎮ 对于发达的能源消耗大国ꎬ如美国和日本ꎬ欧盟的能源外交重点是签订双边协

议ꎬ合作开发新技术、为产品贴标签ꎬ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共同制定能源以及相关气候变

化领域的国际标准ꎮ 对于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大国ꎬ如中国和印度等ꎬ欧盟采取的方式

则是推广低碳能源经济、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及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ꎬ

例如:２００９ 年欧盟与中国签署了“欧中清洁能源中心”协议ꎬ并陆续开展了“煤炭近零

排放”、“碳捕获与封存示范”等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ꎮ

由此可见ꎬ在欧盟对外能源关系结构中ꎬ“能源共同体”是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基

石ꎮ 通过不断采纳欧盟的有关能源立法ꎬ“能源共同体”正逐渐成为欧盟能源市场的

延伸ꎮ 而在«伙伴关系政策»涉及的邻国ꎬ能源已成为欧盟与之合作的重点领域ꎬ无论

是南部或东部国家ꎮ 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０９ 年发生的俄乌天然气纷争ꎬ使里海—中亚—黑海地

区成为欧盟能源外交的重点ꎬ并加快了欧盟对外能源的整合ꎮ ２０１１ 年ꎬ在与阿塞拜疆

和土库曼斯坦的能源谈判中ꎬ欧盟首次以“一个声音”说话ꎮ 此外ꎬ欧盟通过发展与主

要能源生产、消费国的能源外交与合作ꎬ进一步确保其在全球能源市场、建立国际标准

１７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关系结构与发展工具

①
②

杨光:“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及其启示”ꎬ«欧洲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６３ 页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１) ５３９ ｆｉｎａｌꎬｐｐ.９－１０.



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欧盟建构的对外能源关系结构并非静止不动ꎬ

而是随着欧盟战略定位、第三国接受欧盟标准程度的变化而变化ꎮ 阿塞拜疆、乌克兰

以及格鲁吉亚等国则从边缘的外层ꎬ逐渐成为欧盟对外能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二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工具

(一)发展及援助政策

为保证欧盟的能源供应、中转安全ꎬ在对外关系中ꎬ能源不仅成为欧盟与伙伴国家

政治对话中的优先领域ꎬ而且是欧盟对外发展 、援助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ꎮ① 如上所

述ꎬ欧盟在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能源外交政策ꎮ 在地中海、北非地区ꎬ欧盟主要通过

开发可再生能源ꎬ建立一个未来与欧盟对接的地中海南岸电力与天然气网络运输系统

和统一的马格里布能源市场ꎮ 而在东部伙伴中ꎬ欧盟的政策重点是共同开发环里海—

中亚—黑海的天然气资源、建立接入欧盟能源网络的油气管道以及改革当地的能源市

场ꎮ 欧盟依然视自己为中亚国家的“亲密政治盟友”和“可以信赖的伙伴ꎮ② 在密切关

注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ꎬ欧盟在“欧盟－中亚战略”框架下开展援助与合作

项目ꎮ 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领域ꎮ③

据统计ꎬ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的 ５ 年间ꎬ欧盟在第三国能源领域投入的发展与援助金

额已超过 １７ 亿欧元(见表 １)ꎮ④ 从地区分布看ꎬ欧盟对睦邻伙伴国家(主要是南部、

东部伙伴)的财政援助(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已达 ４.８ 亿欧元ꎬ亚洲(主要是中亚五国)

达 １ 亿欧元ꎮ 从年度分布看ꎬ２００７ 年ꎬ欧盟对东部伙伴的财政援助达 １.１ 亿欧元ꎮ 在

经历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的低潮后ꎬ２０１１ 年ꎬ欧盟通过能源设施工具、欧洲发展基金以及

欧盟睦邻伙伴政策等工具大幅提高了对外能源领域的项目资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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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欧盟对外能源领域的财政援助资金(单位:百万欧元)

欧盟对外政策能源工具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小计

能源设施工具 Ｉ １７８.３０ ２０.８０ ２.１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４０

能源设施工具 ＩＩ ０.８０ １９９.２０ ２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７８.３０ ２０.８０ ２.１０ ０.８０ １９９.４０ ４０１.４０

欧洲发展基金—国家指标计

划(ＥＤＦ－ＰＩＮ)
１４.４０ １３.６９ ４６.８９ １２.８９ １０９.８５ １９７.７２

欧洲发展基金—地区指标计

划(ＥＤＦ－ＰＩＲ)
６.６５ ３８.００ ４４.６５

小计 １４.４０ １３.６９ ５３.５４ １２.８９ １４７.８５ ２４２.３７

发展合作工具—亚洲 ４５.００ ９.５０ ４６.４０ １００.９０

发展合作工具—拉丁美洲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小计 ４５.００ ９.５０ ４６.４０ ２７.００ １２７.９０

欧洲睦邻伙伴工具—南部① ７６.６６ ２０.５０ ２０.００ ９９.００ ２１６.１６

欧洲睦邻伙伴工具—东部② １１５.００ ７８.００ ３６.００ ４２.６０ ２７１.６０

小计 １１５.００ １５４.６６ ２０.５０ ５６.００ １４１.６０ ４８７.７６

自然资源的环境和可持续性

管理地热计划(能源部分)
１３３.３０

核安全工具 ７３.４５ ４９.３２ ５８.１３ １８０.９０

为前联系协议国安排的国家

计划以及多个受惠国基金
１９７.１２

合计 　 　 　 　 　 １７７０.７５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ＳＥＣ (２０１１)１０２２ ｆｉｎａｌꎮ

自 ２０１１ 年起ꎬ欧盟通过政策设计和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改革整合了发展与援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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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欧盟睦邻伙伴南部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加沙 / 西岸、以色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突尼
斯以及塞拉利昂等ꎮ

欧盟睦邻伙伴东部国家包括: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俄罗斯等ꎮ



策ꎬ使资金的使用更符合欧洲的利益ꎮ 在发展政策上ꎬ欧盟将以往繁杂的项目整合到

一个新框架之下ꎬ 即“因变而议”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计划ꎮ 在该框架下ꎬ欧盟未来和

邻国的合作项目将主要从民主与治理ꎬ以及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进行考核ꎮ① ２０１１ 年

底ꎬ在欧盟—乌克兰峰会上双方就签署«联系国协议»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达成共

识ꎬ其中包括对“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 的讨论ꎮ 在 “因变而议”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计划的新框架下ꎬ欧盟特别将乌克兰的表现ꎬ如在共同价值和法律秩序方面ꎬ

作为是否可与其实现政治结盟和经济联合的重要参考指标ꎮ 与欧盟进行类似谈判的

国家还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国ꎮ 在援助政策上ꎬ欧盟将“欧

洲睦邻政策”与以激励机制为主导的“民主和共享繁荣伙伴关系政策”联系起来ꎮ 欧

盟希望通过对邻国行动计划的评估ꎬ有选择地援助那些更愿意进行民主化改革和可持

续发展的地中海南岸及北非国家ꎮ 此外ꎬ自欧盟对外行动署成立以来ꎬ欧盟内部一致

强调加强部门间协调ꎬ提高援助与发展资金使用的有效性ꎮ

(二)贸易与投资

尽管存在共享的管辖权ꎬ但欧盟对外能源政策依然能够通过对外投资活动来实

现ꎮ 在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欧洲投资银行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的

合作下ꎬ能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培训等投资项目被“镶嵌”在欧

盟与第三国的投资和贸易政策中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欧洲投资银行共向欧盟以外国家的

９０ 个项目提供了超过 ８０ 亿欧元的资金ꎬ其中 ８１％为能源以及与之相关的运输项目ꎮ

与此相类似ꎬ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向第三国的 １７０ 个电力与能源项目的

投资已超过 ７７ 亿欧元ꎬ其中私营部门融资占投资总额的 ５１％ꎮ 另外ꎬ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

期间ꎬ该银行共在 ３３ 个国家的 ６０２ 个可持续能源项目上投资 １１０ 亿欧元ꎮ②

(１)地中海东、南岸以及北非地区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的 ５ 年间ꎬ欧盟通过欧洲投资银行下设的“欧洲—地中海投资伙

伴工具”(Ｅｕｒｏ－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向其地中海伙伴国家提供了

９７ 亿欧元投资贷款ꎮ 此外ꎬ为“欧盟和地中海共同利益”项目额外提供了 ２０ 亿欧元贷

款ꎬ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提供了 ２０ 亿贷款ꎮ ２０１２ 年ꎬ欧洲投资银行对该地区的

投资达 １７ 亿欧元ꎬ其中能源和运输项目占 ５６％ꎮ 摩洛哥成为欧洲投资银行在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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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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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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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投资对象ꎬ为 １０ 亿欧元ꎮ① 实际上ꎬ在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 年间ꎬ在欧洲投资

银行对该地区的 １４０ 亿欧元投资中ꎬ有超过一半的资金(其中 ５３ 亿投入能源项目ꎬ３０

亿投入运输项目)被投入到与能源相关的项目上ꎮ② 作为欧洲能源供应的重要中转

站ꎬ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期间ꎬ欧洲投资银行在土耳其共投入 １００ 亿欧元的资金ꎮ 在可持

续能源领域ꎬ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土耳其的投资已超过 １１ 亿欧元ꎮ③

(２)中、东、南欧－中亚地区

欧洲投资银行发布的报告表明ꎬ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ꎬ该银行对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

尼亚、阿塞拜疆等国的能源投资已超过 ７.７ 亿欧元ꎮ④ 如果加上对运输领域(约占

３２％)的投资ꎬ该银行为欧盟对东部伙伴的能源投资贷款提供了超过 ６０％的资金ꎮ⑤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增加了对可持续能源领域的投资ꎮ 从地区分布上看ꎬ

该银行在东—南欧以及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投资分别达到 ２２ 亿和约 ２３ 亿欧元ꎮ⑥

迄今为止ꎬ作为欧盟在乌克兰的主要金融机构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乌克兰的投

资已高达 ８６ 亿欧元ꎬ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期间ꎬ约 ５８ 亿欧元ꎮ 能源和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该银行在乌克兰的重点投资领域ꎬ分别达到 ２２％和 ２５％ꎮ⑦ 欧洲投

资银行为乌克兰能源项目提供的贷款也已超过 １２ 亿欧元ꎬ包括电网建设、水电站修

复、用于能源运输的公路建设项目等ꎮ

高加索地区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能源领域的重点投资地区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

该行在阿塞拜疆的投资已高达 ７０ 亿欧元ꎬ其中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占投资总额的

３０％和 ４０％ꎮ ２０１１ 年ꎬ在欧盟委员会与阿塞拜疆政府就能源展开谈判之际ꎬ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在该国“井喷式”地投入了 ３０ 亿欧元资金ꎮ⑧ 在格鲁吉亚ꎬ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的投资已近 ５２ 亿欧元ꎬ其中能源占投资总额的 ３３％ꎮ 仅在 ２０１０ 年ꎬ该行的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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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达 ３５ 亿欧元ꎮ
(３)俄罗斯

欧盟主要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俄罗斯进行能源投资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该行在

俄的投资额已达 １７０ 亿欧元ꎬ其中私营部门融资额占 ８５％ꎮ 能源和基础设施分别占投

资总额的 １４％和 １６％ꎮ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可持续能源领域对俄罗

斯的投资已达 ２４ 亿欧元ꎮ ２０１２ 年ꎬ该行为俄罗斯远东能源公司提供了 １ 亿欧元贷

款ꎬ支持其以天然气为动力的热电站建设ꎮ②

与政治合作相比ꎬ欧俄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具实质性内容ꎮ ２０１１ 年底ꎬ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 ３ 家公司联合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所属的南线天然气管道

项目注资ꎬ掌握了该项目 ５０％的股份(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７０ 亿欧元)ꎮ 该天然气管道

计划于 ２０１５ 年开工ꎬ建成后ꎬ俄罗斯将通过黑海直接向中、西部地区的欧盟成员国供

应天然气ꎮ③

三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发展的影响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ꎬ欧盟在对外能源政策领域已形成了“共同立场”ꎬ制定了“共同战

略”ꎬ并实施了共同的“行动计划”ꎮ 然而ꎬ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仍然存在问题ꎬ其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内部能源市场改革进展不顺利、制度设计缺陷以及第三国的偏好

等ꎮ
首先ꎬ欧盟内部能源市场依然缺乏统一性ꎬ主要体现在欧盟成员国对开放国内能

源市场的态度不尽相同ꎮ 尽管欧盟已制定了于 ２０１５ 年前实现电力和天然气市场一体

化的时间表ꎬ但各国能源市场的开放程度仍参差不齐ꎮ 德国于 ２０１１ 年通过了«能源经

济法»修正案ꎬ以确保其国内市场与欧盟推动的能源市场一揽子计划中的规定接轨ꎮ
相比之下ꎬ法国是最不情愿开放国内市场的国家之一ꎮ 欧委会文件显示ꎬ自 ２００３ 年公

布第二个能源市场一揽子计划以来ꎬ已有超过 ４０ 起违法案例ꎮ④ 在基础建设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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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ꎬ融资匮乏也阻碍着欧盟能源市场一体化的发展ꎮ① 此外ꎬ２００８ 年制定的“国家能

源效率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也令人失望ꎮ 欧委会认为ꎬ成员国在交通领域利用可再

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发展过于缓慢ꎮ

其次ꎬ在能源领域共享管辖权的设计不利于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ꎮ 这主要表

现在成员国因能源组合和战略选择不同而在对外能源政策上产生的分歧ꎮ «里斯本

条约»将能源归于欧盟和成员国的共同管辖领域ꎮ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１９４ 条第 １

款规定ꎬ联盟能源政策的目标在于确保能源供给安全、提高能源效益、发展可再生能

源ꎬ以及增进能源网络的连接等ꎬ并通过普通立法程序实现以上目标ꎮ 但是ꎬ第 ２ 款同

时规定ꎬ成员国拥有“选择不同能源来源及其能源共同总体结构的权利”ꎬ②即拥有能

源组合和能源战略的选择权ꎮ 欧盟成员国中只有 ３ 个石油 /天然气能源生产和出口

国ꎬ即丹麦(石油和天然气)ꎬ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和荷兰(天然气)ꎮ 其他许多成员

国ꎬ如中东欧国家的能源供给主要依靠煤炭开采ꎮ 因为是贫油国ꎬ再加上为了减少对

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日益依赖ꎬ这些国家的能源政策倾向于发展本国的核电与再生能

源ꎮ

以核电为例ꎬ欧盟成员国在该领域的能源组合政策出现了高度分化的现象ꎮ 支持

核电的国家ꎬ如英、法、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典、立陶宛、荷兰、③罗马尼亚、斯洛

伐克、捷克和斯洛文尼亚 １２ 个成员国ꎬ在 ２０１１ 年福岛核泄露事件后ꎬ仍然表示将继续

发展本国的核能ꎮ 而意大利、④波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五国决定不再恢复原有

的核能发电站ꎮ 比利时和德国则在公众抵制核电的压力下ꎬ于 ２０１２ 年决定分别在

２０２５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前全面实现非核能化ꎮ 奥地利、丹麦、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卢森

堡、马耳他和葡萄牙等国家既不在国内生产核电ꎬ也不会在未来建造核电站ꎮ 西班牙

则仍处于是否废弃核能的抉择中ꎮ 由此可见ꎬ成员国政府认为国内资源的开采和能源

组合的选择关系到国家主权ꎬ因而导致欧盟难以在联盟层面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外能源

政策ꎮ

７７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关系结构与发展工具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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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议会曾于 １９９４ 年通过逐步淘汰核电政策的提案ꎮ 该提案计划在 ２００３ 年关闭国内唯一的一座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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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发展也取决于和第三国的能源合作方式以及第三国政

府的偏好ꎮ 首先ꎬ能源合作方式决定着欧盟能源关系向外发展的顺利与否ꎮ 通过上述

有关欧盟对外能源关系结构的分析不难看出ꎬ处于核心的“能源共同体”国家在欧盟

对外能源政策中起着“中坚”的作用ꎮ 这是因为ꎬ首先“能源共同体”有着坚实的条约

基础和法律准则ꎮ «能源共同体条约»对所有成员国起着同等的约束力ꎮ 其次ꎬ能源

共同体的部分成员国已成为欧盟候选国ꎬ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刚刚入盟的克罗地

亚等ꎮ 作为入盟条件ꎬ这些候选国有义务履行欧盟的立法ꎬ其中包括能源方面的法律

规定ꎮ 而东、南欧候选国ꎬ虽然并非作为其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ꎬ也将履行«能源共同

体条约»视为与欧盟具有“共同利益”的行动ꎬ自愿接受以欧盟立法为标准的能源改

革ꎬ将本国的能源市场与欧盟能源市场连为一体ꎬ以期获得欧盟的«联系国协议»地

位ꎬ进而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ꎬ进入欧盟大市场ꎮ 但在第二层次中ꎬ尤其是欧盟

的南部地中海睦邻国家中的能源生产或中转国家ꎬ对加入欧盟能源市场一体化则显得

较为消极ꎮ 究其原因ꎬ主要是因为建立在“欧洲睦邻政策”框架下的«联系国协议»缺

乏法律约束力ꎮ 在各种优先“行动计划”或“路线图”战略声明的背后ꎬ是空泛的承诺

和无法评估的项目ꎮ 此外ꎬ欧盟在对外合作中倡导的“附加性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由

于缺乏信用而无法得到充分的执行ꎮ

最后ꎬ第三国政府的偏好也影响着欧盟对外能源关系的发展ꎮ 在加入欧盟之前ꎬ

«联系国协议»地位虽然能使地中海南岸及北非地区国家获得财政援助ꎬ但是ꎬ其规模

与它们的实际需求相比显然相差甚远ꎮ 与欧盟在东、南欧国家实施的成功案例相比ꎬ

欧盟较为完善的能源立法体系和能源市场改革经验等在该地区推广得并不顺利ꎮ 部

分国家更关注通过与欧盟的合作获得欧洲能源市场的份额ꎬ而非“心甘情愿”地接受

欧盟的规范ꎬ最终被并入欧洲能源市场ꎮ① 以阿尔及利亚为例ꎬ该国 ９５％的天然气出

口地是欧洲市场ꎬ阿－欧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ꎮ 由于阿尔及利亚对欧盟能源消费市

场高度依赖ꎬ其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寻求能源产业的多元化发展ꎬ如与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天然气出口国家论坛(Ｇ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ｕｍ)②等之间的能源合

作ꎮ 因此ꎬ在某种程度上ꎬ与欧盟的合作是阿尔及利亚政府保持其能源自主的手段之

一ꎮ 实际上ꎬ欧盟推动的能源市场自由化改革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对长期能源合同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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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ꎮ①

土耳其和俄罗斯是欧盟对外能源关系中最为特别的两个伙伴ꎮ 一方面ꎬ如前所

述ꎬ鉴于在能源进口与中转中的重要位置ꎬ俄罗斯和土耳其成为欧盟重点的“拉拢”对

象ꎻ另一方面ꎬ两国对欧盟的“能源结盟”建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ꎮ 作为重要的能源中

转国ꎬ欧盟将土耳其视为重要伙伴ꎮ 除了承担将北非—中东石油和天然气连接到欧洲

的运输线建设外ꎬ土耳其还是欧盟重点打造的“南部走廊”的大部分天然气管道网络

的重要中转站ꎮ 但在 ２００９ 年的谈判中ꎬ土耳其拒绝加入“能源共同体”成为正式成员

国ꎬ而仅以观察员身份列席该组织ꎮ 有学者认为ꎬ土耳其此举是为了给重启加入欧盟

的谈判增加筹码ꎮ②

俄罗斯对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ꎮ 可以

说ꎬ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推动了欧盟在对外能源政策上的整合ꎮ 欧盟每年

消耗的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和三分之一的石油均来自俄罗斯ꎮ 部分国家对俄罗斯能源

的依赖程度达到了 １００％ꎬ如爱沙尼亚和芬兰ꎮ 依赖俄罗斯能源对成员国构成的挑战

是促使欧盟在对外能源关系中用“一个声音讲话”的主要原因ꎮ 这些挑战包括:第一ꎬ

“小”成员国面临俄罗斯可能进行的能源供应要挟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与

乌克兰因价格和过路费等问题“斗气”ꎬ造成了部分成员国(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

国)短暂供气中断的现象ꎬ极大地影响了工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ꎻ第二ꎬ挑战也来自于

“小”成员国由于没有能源巨头的支持以及相对规模较小的国内市场ꎬ从而缺少和俄

罗斯在能源谈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ꎮ 比较而言ꎬ规模较大的成员国如德国、意大利因

本国拥有能源巨头和庞大的国内能源消费市场ꎬ则可通过谈判和俄罗斯能源公司签订

长期、价格相对较低且稳定的供油 /气合同ꎬ或者就双方合作修建“直达”的天然气管

道达成协议ꎮ 如 ２００５ 年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德国巴斯夫以及 Ｅ.ＯＮ 公司

合作修建通过波罗的海直接将俄罗斯什托克曼气田的天然气输入到德国境内的管

道ꎬ③从而避免了途经乌克兰或白俄罗斯等国中转的过境风险ꎻ④第三ꎬ挑战来自于俄

罗斯对欧洲能源市场的渗透ꎬ以及与欧盟在能源产地管道网络建设中展开的竞争ꎮ 如

今ꎬ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网路已遍布欧洲ꎬ如俄罗斯连接波兰、斯洛伐克的亚马尔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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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ꎬ连接德国、荷兰、英国等地的北欧天然气管道ꎬ以及经黑海至土耳其连接

意大利的“蓝溪”天然气管道ꎮ 俄罗斯借助“蓝溪”管道的修建不仅进入了土耳其的天

然气管道网络ꎬ还打开了地中海市场(如与阿尔及利亚的合作)ꎬ为俄在该地区的能源

开发和建设提供了便利ꎮ① 但对欧盟而言ꎬ它却在该地区多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竞争对

手ꎮ 在欧盟 “南部走廊”天然气管道线路之一的跨亚德里亚海管道(简称 ＴＡＰ)也出

现了俄罗斯的身影ꎮ ＴＡＰ 是建设一条将阿塞拜疆液化天然气接入希腊—保加利亚网

络的管道ꎮ 目前ꎬ俄罗斯的三家能源公司正在参与购买拥有管道网络所有权的希腊天

然气公司 ＤＥＰＡ 和 ＤＥＦＳＡ 的竞标ꎮ② 此外ꎬ俄罗斯还加强了与中亚地区能源生产国

的合作ꎬ如 ２００７ 年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供

气协议ꎮ 在非洲ꎬ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卡塔尔也在商议建立“天然气版的‘石油输出

组织’”ꎬ试图进一步控制全球的天然气市场ꎮ

四　 结论

目前ꎬ欧盟内部能源市场依然尚未统一ꎬ成员国在对外能源领域亦远未达到形成

“共同”政策的地步ꎮ 但是ꎬ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首先ꎬ在对外能源关系上ꎬ欧盟发

展了独具特色的“三层结构”和“多管道”政策执行工具ꎮ 欧盟与第三国通过“由近及

远、由内到外”的能源关系建立了包含“能源共同体”国家ꎬ“欧洲睦邻伙伴”国家以及

“重要的能源供应、运输和消费”国家组成的三层结构ꎮ 该结构的特点是ꎬ欧盟根据地

缘位置和能源属性ꎬ为每一层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向上发展的“期望值”ꎮ 如第一层

的“能源共同体”建立在体现欧盟原则和标准的«能源共同体条约»基础之上ꎮ 从 ６ 年

来的发展过程看ꎬ“能源共同体”俨然已成为欧盟内部能源市场的延伸ꎮ 欧盟在第二

层“欧洲睦邻与伙伴”结构中与第三国的合作则是以«欧洲睦邻政策»为基础ꎮ 在这两

层中ꎬ欧盟推行其能源立法标准ꎬ以内部能源市场为参照样本ꎬ积极参与当地能源市场

和基础设施网络连接的改革ꎮ③ 同时ꎬ通过倡导“民主、人权、法制和自由市场”的发展

与援助政策和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资等工具ꎬ欧盟参与了当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ꎬ

保证了对欧洲市场的能源供应ꎮ 即使在最为松散的第三层ꎬ欧盟也“分门别类”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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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 Ｓｕｒｅ Ｗｉｎｎｅｒ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Ｇａｓ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Ｒａｃｅ”ꎬ１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ａｃｔｉｖ.ｃｏｍ.ｅｎｅｒ￣

ｇｙ / ｓｕｒｅ－ｗｉｎｎｅｒ－ｅｍｅｒｇｅ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ｏｒ－ｎｅｗｓ－５１８３６１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Ｇａｗｄａｔ Ｂａｈｇａｔꎬ“Ｅｕｒｏｐ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８２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９７１.



行了目的明确的能源合作ꎮ 在能源生产国ꎬ如沙特和利比亚等国ꎬ推广内部能源市场

的良治方式ꎻ在发达的能源消费国ꎬ如美国和日本ꎬ共同开发新能源技术ꎬ并利用国际

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则ꎻ在新兴的经济大国ꎬ如中国和印度ꎬ欧盟则大力推广低

碳经济理念、提高能源效益、合作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碳信用交易体系ꎮ

其次ꎬ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受到内部能源市场改革不顺利、制度设计缺陷、合

作方式以及第三国政府偏好等因素的影响ꎮ 成员国执行欧盟内部能源立法缺乏力度ꎬ

造成电力和天然气市场一体化程度远未达到计划的进度ꎬ从而影响了欧盟对外能源政

策的执行ꎮ 将能源领域设计为欧盟和成员国共享管辖权的模式ꎬ会因成员国的不同能

源组合和战略选择而影响欧盟就对外能源政策形成共同立场ꎮ 第三国政府的偏好也

制约着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ꎮ 以阿尔及利亚为例ꎬ加入欧盟的能源合作不过是该

国政府获得欧洲能源市场份额的务实之举ꎬ而非“心甘情愿”地接受欧盟规范ꎮ 土耳

其虽然在欧盟对外能源版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ꎬ但其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令欧盟

难以通过“能源共同体”对其进行同化ꎬ因而也影响了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ꎮ

最后ꎬ俄罗斯在欧盟对外能源政策中扮演着“催化剂”和“加速器”的角色ꎮ 成员

国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促使欧盟在对外能源政策上以“一个声音”说话ꎮ 俄罗斯

与乌克兰之间的两次天然气冲突加速了成员国对从欧盟层面协调与俄能源谈判的需

求ꎮ 俄罗斯在欧洲不断扩大的能源市场以及在北非、海湾等地区展开的能源合作与开

发ꎬ则对欧盟构成了挑战ꎬ刺激着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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