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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欧盟内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ꎬ波兰的产业与能源结

构、经济与社会发展特点等使它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结合自身国情特

点ꎬ在目标设定、战略选择和政策推行上不同于欧盟内部的发达成员国ꎮ 但

在世界各国积极推进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国际大势和欧盟在节能减排领域设定的多重约束面前ꎬ波兰国内层面的战

略和政策也随之出现了重大调整和积极完善ꎮ 中波两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

水平、产业与能源结构、节能减排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和挑战等方面具有一定

的相似度和可比性ꎬ构成了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加强合作的有利条件ꎮ 但

不可否认ꎬ中波可持续发展ꎬ特别是在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受

到诸多因素的干扰ꎬ在走深走实的道路上面临多重挑战ꎮ
【关 键 词】 　 可持续发展　 节能减排　 绿色转型　 中波合作

【作者简介】 　 龙静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ꎮ

在国际社会致力于落实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以下简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程中ꎬ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积极

的支持者和践行者ꎮ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ꎬ波兰的产业与能源结构、经济与社会

发展特点等使它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结合自身国情特点ꎬ在目标设定、
落实方式和推行路径上不同于发达国家ꎬ而与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则存在

不少相似相通之处ꎮ 本文从波兰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情特征入手ꎬ关注波兰

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设定的目标、采
取的战略和推进的重点领域ꎬ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波两国借助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等多重路径ꎬ在可持续发展

领域开展战略对接和互利合作的实际情况、有利条件及面临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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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波兰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

及对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影响

　 　 波兰是中东欧次区域内经济体量最大、人口和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ꎬ也是

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新兴市场国家ꎮ １９９４ 年ꎬ美国商务部研究报告即把波兰和

中国大陆、印度、韩国、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等诸多国家列为新兴大市场ꎮ 不少

国际知名的投资咨询与评估机构和商业杂志也将波兰纳入新兴市场国家之列ꎬ
如摩根士丹利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等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基于波兰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ＧＮＰ)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ꎬ英国富时(ＦＴＳ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的评估体系不再将波兰列为新兴市场国家ꎬ而归入发达市场①ꎮ 尽管

如此ꎬ与欧盟内发达的西欧国家和整个欧盟的平均水平相比ꎬ波兰的经济与

社会发达程度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ꎬ在产业结构、社会人口构成、福利水平等

多个方面更具备新兴市场国家特征ꎬ在欧盟内部仍是名副其实的新兴市场ꎮ
第一ꎬ波兰经济长期处于增长态势ꎬ且增长速度领先于传统发达国家ꎬ在

所在地区的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ꎮ 自转型以来ꎬ波兰经

济连续 ２８ 年保持增长ꎬ甚至在 ２００９ 年欧债危机中也成功避免了衰退ꎮ 尽管

波兰经济在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负增长ꎬ但 ２０２１ 年即实现强势

反弹ꎬ达到 ５ ７％的经济增长率ꎬ预计 ２０２２ 年经济增长率将达 ３ ９％ ②ꎮ 经过

３０ 余年的转型发展ꎬ波兰已经跃居欧盟内第六大经济体ꎬ其 ２０１８ 年的经济总

量与 １９８９ 年相比增长了 ８２６ ９６％ ꎬ增速居欧盟之首③ꎮ 第二ꎬ波兰的经济结

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为传统ꎬ其中农业和制造业比重相对较大ꎮ 波兰三次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 ３ ５％、３４ ２％和 ６２ ３％ꎮ 相比之下ꎬ德国三次产

业占比分别是 ０ ９％、２９ １％ 和 ７０％ꎬ欧盟整体的平均占比分别是 １ ５％、
２３ ８％和 ７４ ７％④ꎮ 波兰的第二产业以采矿、机械、钢铁、化工、汽车、电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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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等为主ꎬ而这些产业大多具有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特点ꎮ 第三ꎬ波兰

经济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依赖度高ꎬ国际资本的流入对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受益于东西欧交汇的地理位置、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优厚的投资政

策等有利因素ꎬ波兰是中东欧地区吸引投资最多的国家ꎬ在欧盟内居于第 ３
位ꎮ 外来投资占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 ４０％ ꎮ 这些投资主要来自于欧盟内的

发达经济体ꎬ如法国、德国和荷兰ꎮ 但这也导致波兰经济容易在资本流动逆

转的时候发生风险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０９ 年欧债危机中ꎬ整个中东欧地区从西欧国

家获得的资金减少了 １２％ ꎬ就业率下降了 ３０％ ①ꎬ波兰也深受波及ꎮ 此外ꎬ波
兰国内市场巨大ꎬ潜力无限ꎮ 在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中ꎬ波兰依托 ３ ８００ 万人

口基数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ꎬ构成消费的中坚力量ꎮ 波兰能够在欧

债危机余波不断、欧洲各国都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ꎬ与波兰私人

消费量在危机期间有增无减存在着重要的关联ꎮ 以汽车消费为例ꎬ波兰登记

在册的汽车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０００ 万辆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 ３０４ 万辆②ꎮ
上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点为波兰推进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带来了

深远的影响ꎮ
(一)稳定持久的经济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福祉ꎬ波兰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总体成绩优异ꎬ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具体目标上表现突出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基于“５Ｐ”发展理念③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包括 １７ 个大项的总体目标和 １６９ 个分项的具体目标ꎮ 根据反映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测量标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 ＳＤＧ Ｉｎｄｅｘ)可以看出ꎬ
２０２１ 年波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评分为 ８０ ２ 的高分ꎬ在全球参与评估

的 １６５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１５ 位ꎬ比 ２０１７ 年上升 １２ 位ꎮ 根据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示板(ＳＤＧ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④可以看到ꎬ波兰在无贫穷(目标 １)、零饥饿

(目标 ２)、良好健康和福祉(目标 ３)、优质教育(目标 ４)、清洁饮水和卫生设

施(目标 ６)、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 ８)以及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９)项目上都被评估为“有所成就”、“发展在轨”或“有所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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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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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波兰的相对弱项ꎬ也是波兰结合本国

国情制定未来发展目标、推进相关政策的优先行动领域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示板清楚表明ꎬ波兰在涉及环境领域的具体目标上仍

需努力ꎮ 在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 ７)、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 １１)、负
责任消费与生产(目标 １２)、气候行动(目标 １３)、水下生物(目标 １４)以及促

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目标 １７)领域ꎬ对波兰的评估多为“依然存在很大挑

战”或“主要挑战依旧”ꎮ 与上一轮评估相比ꎬ多为“有所改善”ꎬ甚至“停滞不

前”①ꎮ 因此ꎬ加快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程ꎬ推行相关政策

和举措ꎬ成为波兰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②ꎮ
(三)波兰推进以环境为先的可持续发展进程ꎬ不得不兼顾本国的能源结

构特点和能源安全诉求

波兰拥有丰富的硬煤与褐煤等煤炭储备ꎬ煤电长期以来在波兰能源结构

中占据主导地位ꎮ ２０２０ 年波兰全年发电总量为 １ ５２２ 亿千瓦时ꎬ其中 ７１ ９％
来自硬煤与褐煤这两大化石能源③ꎮ 尽管波兰近年来积极发展核电、太阳能

发电和风能发电ꎬ但煤电的主导地位难以在短期内被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替代ꎮ 而且ꎬ煤电还被波兰赋予了确保国家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ꎮ 历

史上ꎬ煤炭不仅帮助波兰从二战后的废墟中重建ꎬ还构建了波兰以能源密集

型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和经济结构ꎮ “冷战”结束后ꎬ受历史、地缘位置等因

素的影响ꎬ波兰始终坚持尽可能少地采用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及其他能源ꎮ
在 ２０２０ 年全年发电总量中ꎬ天然气的占比仅为 ９ １％ ꎬ而其中自俄罗斯进口

的天然气占比更是不足一半④ꎮ 波兰本就计划到 ２０２２ 年年底彻底取消自俄

罗斯的天然气进口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ꎬ波兰宣布终止自俄进口煤炭、天
然气和石油的一揽子计划ꎮ 在波兰以自给煤炭为主导能源的战略下ꎬ波兰对

进口能源的依赖度仅为 ３８ ３％ ꎬ不仅明显低于周边的中东欧国家ꎬ也低于欧

盟的平均水平 ５５ １％ (２０１７ 年)⑤ꎮ 可以说ꎬ煤炭资源成为波兰实现能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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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ꎮ 因此ꎬ“波兰坚持用煤”曾一直是波兰的口号和战

略ꎮ 波兰总理、国防部长、能源部长等多位政府高官都曾在不同场合表示“煤
炭是波兰发展和现代化的代名词”“波兰依靠煤炭不会改变”“波兰是现代燃

煤发电的领导者”等观点或立场①ꎮ 甚至在 ２０１３ 年波兰主办联合国第十九

次气候变化大会(ＣＯＰ１９)的同时ꎬ还主办了“世界煤炭和气候变化峰会”ꎬ并
在会上强调煤炭将是其能源构成的重要部分ꎮ

(四)波兰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过程中ꎬ还需要考虑保持新

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满足国内能源需求处于上升期的现实

与欧盟内大多数国家不同ꎬ波兰在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刺激下ꎬ能源需

求也在不断上升ꎮ 根据欧洲环境署的统计ꎬ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ꎬ绝大部分欧盟成

员国的能源消费总量都处于下降趋势ꎬ而波兰却是为数极少的能源消费量增

加ꎬ且增加幅度最大的欧盟成员国ꎬ２０２０ 年的终端能源消费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２０％ ②(见图 １)ꎮ 考虑到 ２０２０ 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的特殊年份ꎬ世界

各国的能源消费普遍都比前一年大幅缩减这一特殊情况ꎬ波兰在疫情结束、
经济恢复正常的未来将面临更大的能源需求挑战ꎮ

图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波兰电力需求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１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Ｆｏｒｕｍ Ｅｎｅｒｇｉ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ｕｍ－ ｅｎｅｒｇｉｉ 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 / ｕｐ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９ １１ １３％ ２０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２０ｉｎ％２０Ｐｏｌａｎｄ ｐｄｆ

—９７—

①

②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ＫｕｃｈｌｅｒꎬＧａｖｉｎ Ｂｒｉｄｇｅꎬ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Ｈｏｌ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ꎬ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ｕｍｅ ４１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ꎬｐｐ １３６ － １４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ｍａｐｓ /
ｆｉｇｕｒ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ｏｆ － ｅｕ － ｍｅｍｂｅｒ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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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国内各个行业近年来的能源消耗情况进一步反映出ꎬ波兰在其

经济持续发展的长周期内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对能源的消耗处于不断增

长的状态(见表 １) ꎮ 这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规律ꎬ但也给波兰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

大的挑战ꎮ 既要节能减排ꎬ又要保持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ꎬ这就意味着

波兰必须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变能源结构、加速产业绿色转型等多

个角度采取行动ꎮ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波兰终端能源消费的各行业占比(％)

年份 工业 交通运输业 家庭 服务业 农业及渔业

２０００ １７ １ ９ ６ １７ ２ ５ ０ ４ ６

２００５ １４ ６ １２ ２ １９ ５ ６ ７ ４ ４

２０１０ １３ ５ １７ ２ ２２ ０ ８ ８ ３ ７

２０１５ １４ １ １６ ６ １８ ９ ７ ８ ３ ３

２０１６ １４ ７ １８ ６ １９ ８ ８ ５ ３ ５

２０１７ １５ ８ ２１ ４ １９ ９ ８ ０ ３ ９

２０１８ １６ ４ ２２ ４ １９ ３ ８ ０ ３ ９

２０１９ １６ ５ ２２ ８ １８ ２ ７ ８ ３ ８

资料来源: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９ꎬｂｙ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ｌｂ － ａｐｓ － ｆｒｏｎｔｅ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９０７６２７ / ｆｉｎａｌ －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ｏｎｓｕ ｍｐｔｉｏｎ －
ｓｅｃｔｏｒ － ｓｈａｒｅｓ － ｐｏｌａｎｄ /

二　 波兰在可持续发展优先行动领域的主要政策举措

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引发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频现的情况日趋严重ꎬ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棘手问题ꎮ 加速推进节能减排、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ꎬ并转换成全球、地区和国

别不同层面的具体目标、政策和行动ꎮ 在此时代背景下ꎬ波兰的战略也出现

了明显调整ꎬ设立了更加积极进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ꎬ加大了相关政策的推

行力度ꎮ
(一)参与全球承诺ꎬ顺应国际趋势

在全球层面ꎬ波兰作为全世界近 ２００ 个缔约方之一ꎬ于 ２０１５ 年签署了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ꎮ 该协定要求ꎬ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

前水平高 ２℃ 以内ꎬ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 １ ５℃ 以内的措施ꎮ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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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ꎬ波兰作为第二十四次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ＣＯＰ２４)的主办国ꎬ为
各缔约方达成«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形成“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发挥了

积极作用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第二十六次气候变化大会

(ＣＯＰ２６)上ꎬ波兰也作为 １９６ 个缔约方之一签署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ꎮ 这

一协议将全球升温控制锁定在 １ ５℃ꎬ并要求各缔约方“逐步减少”煤电和低

效化石燃料补贴ꎮ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ꎬ在第二十六次气候变化大会召开期

间ꎬ多国宣布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协议ꎬ承诺逐步淘汰最肮脏的

化石燃料———煤炭ꎮ 这一协议共有 ７７ 个签署方ꎬ波兰也位列其中ꎮ 波兰政

府在国际舞台作出的这些涉及煤电的承诺被视为其能源战略调整的重要

标志ꎮ
(二)回应地区要求ꎬ利用政策工具

在地区层面ꎬ欧盟不断提升减排目标ꎬ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工具推动目

标的落实ꎮ 欧盟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是到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４０％ ꎮ ２０１９ 年ꎬ欧盟推出 «欧洲绿色协议»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宣布全欧将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ꎬ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阶段性减排目标

比重提升至 ５０％ ꎬ并争取达到 ５５％ 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正式生效的欧盟«欧洲气候

法»则明确将 ２０３０ 年减排目标提高至 ５５％ ꎮ 为推动新目标顺利实现ꎬ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名为“减碳 ５５”(" 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 )的一整套应对气候

变化计划ꎬ不仅包括扩大碳排放交易体系范围ꎬ还包括修订«减排分担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ꎬ为每个成员国设定年度排放量配额ꎬ确保所有成员国以公

平公正的方式为欧盟气候行动作出贡献ꎮ 此外ꎬ欧盟还通过了新的能源效率

指令ꎬ要求所有成员国每年的节能义务达到 １ ５％ (目前为 ０ ８％ )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初级能源消费效率和终端能源消费效率分别提升 ３６％和 ３９％ ①ꎮ 为了有

效减轻欧盟气候目标对各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短期冲击ꎬ欧盟还通过设立特

定基金(现代化基金、创新基金、社会气候基金、公平转型基金等)、调整 ７ 年

长期预算等方式为各国提供资金支持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ꎬ欧盟进一步

坚定了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决心ꎬ推出“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计划即“能源独立计

划”ꎮ 根据这一计划ꎬ欧盟将额外投资 ２ １００ 亿欧元以便在 ２０３０ 年前逐步与

俄罗斯能源脱钩ꎮ 同时ꎬ欧盟进一步提高发展清洁能源的目标ꎬ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使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升至 ４５％ ꎬ清洁能源的发电总量达到

—１８—

①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ｔａｒｇｅｔ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ａｎｄ － ｒｕｌ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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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３６吉瓦①ꎮ 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和强力举措将促使欧盟绿色转型进程大

幅提速ꎮ

图 ２ 公平转型基金———各成员国分配情况 (单位:亿欧元)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ꎬＦｅｂ ４ꎬ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ｅｐ ｂｅ /

ｔｈｅ － ｊｕｓｔ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作为欧盟内煤炭产量和发电量位居第一的成员国ꎬ波兰是唯一一个未在

２０１８ 年欧盟领导人峰会上投票赞同欧盟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目标的国家ꎮ 波兰总

理表示ꎬ尽管波兰不受制于碳中和政策原则ꎬ但会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实现这

一目标②ꎮ 同时ꎬ波兰也依然是«欧洲绿色协议»«欧洲气候法»和各类相关欧

盟政策工具的参与国和受约束方ꎮ 在欧盟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面前ꎬ波兰将

承受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ꎮ 据估算ꎬ波兰能源转型的成本可能达到

１ ４００亿 ~ ９ ０００ 亿欧元ꎬ而波兰境内西里西亚地区更将成为这一转型负面效

—２８—

①

②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ꎬ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ｉｎｆｏ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 /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 ｓｅｃｕｒｅ － ａｎｄ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ｕｒｏｐｅ＿ｅｎ

ＥＵ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ｌａｉｍ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ｎ ２ － ５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ꎬＤｅｓｐｉｔ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Ｓｎｕｂ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ａｎｄ － ｓｎｕｂｓ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ｄｅａｌ － ｂｕｔ － ｅｕ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ｃｌａｉｍ － ｖｉｃｔｏｒ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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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最大承受者———或将导致 ４ 万人失业①ꎮ 但欧盟提供的政策工具也为波

兰加速绿色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和有利的政策条件ꎮ 例如ꎬ欧盟计划

将总额 ７ ５００ 亿欧元的欧盟复苏基金中 ３７％的资金用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基础设施改造等领域ꎮ 欧盟推出«可持续欧洲投资计划» (ＳＥＩＰ)ꎬ在未来 １０
年内至少调动 １ 万亿欧元的资金投入可持续发展投资领域②ꎮ 为了实现社会

公平过渡ꎬ欧盟还增设了“公平转型机制”(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和 “社
会气候基金”(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ꎬＳＣＦ)ꎮ 两者都致力于将欧盟财政援助定

向投入到最受能源转型负面影响的地区ꎬ资助和再培训相关的社会群体ꎬ并
推动这些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ꎮ 据统计ꎬ波兰将是这些机制和相关基金的最

大受惠国(见图 ２)ꎮ 尽管欧盟资金不足以负担波兰国内节能减排目标下的

经济和社会压力ꎬ但欧盟资金发挥的投资乘数效应将引导更多民间资本加

入ꎬ助推波兰工业和社会的绿色转型ꎮ
(三)调整国家战略ꎬ推进绿色转型

面对各国积极推进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大势和欧盟在节能减

排领域设定的多重约束及不断提升的目标ꎬ波兰国内层面的战略和政策也随

之出现了重大调整和积极完善ꎮ
第一ꎬ出台国家战略ꎬ设立更加积极进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行动计划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波兰政府推出«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ＳＲＤ)ꎮ 这是波兰首份将培育国家经济竞争力、满足国内社会期

望和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这三大任务结合在一起的战略性文件ꎮ 这份文件为

波兰定义了新的发展模式ꎬ即负责任的、确保社会和国土可持续发展ꎬ并提出

了三大目标ꎬ即以知识、数据和卓越的组织为驱动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ꎬ实现

社会和领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发挥有效的政府和经济机构作用推动经济与

社会的包容③ꎮ 三大目标一一对应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 １７ 个具体项

目ꎬ并具体化为 ７００ 多项行动计划ꎬ标志着波兰向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迈

出了重要的第一步ꎮ ２０１８ 年ꎬ波兰政府发布«波兰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３８—

①

②

③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ｚｐｐ ｎｅｔ ｐｌ / ｅｎ / ｊｕｓｔ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ｆｕｎｄ － ｐｏｌｉｓｈ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ａｐｉ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ｐｒｉｎｔ /
ｅｎ / ｑａｎｄａ＿２０＿２４ / ＱＡＮＤＡ＿２０＿２４＿ＥＮ ｐｄ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ｐ ｔｏ ２０２０ꎬ
ＳＲＤ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ｐ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３３３７７ / ４３６７４０ / ＳＯＲ＿２０１７＿ｓｔｒｅｓｚｃｚｅｎｉｅ＿ｅ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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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别自愿陈述报告»ꎬ将波兰«负责任的发展战略»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一一对应地向世界展示ꎮ 波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优先行动领域被划分为

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维度ꎮ 在社会维度ꎬ重点是减少社会排他性ꎬ消减贫困和

各种社会不公ꎬ根本目标是提升波兰公民的生活质量ꎮ 在经济维度ꎬ重点是

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企业文化ꎬ更多地将投资引入高附加

值、高科技和创新行业ꎬ鼓励波兰品牌国际化ꎮ 在环境维度ꎬ重点是努力改善

环境状况和对资源的可持续化管理ꎬ尤其是提升城市的空气质量①ꎮ
第二ꎬ开启能源战略调整ꎬ设定符合国情的减排目标ꎬ加速推动能源结构

的变革ꎮ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波兰政府向欧盟提交了«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国家能源与气

候计划»ꎬ作为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积极回应ꎮ 该计划提出以整合的方式从五

个维度(能源效率、能源安全、去碳化、内部能源市场和研发、创新和竞争力建

设)配合欧洲能源联盟的建设ꎮ 该计划设定的具体目标包括:到 ２０３０ 年ꎬ波
兰终端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 ２１％ ꎻ非可再生资源部门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下降 ７％ ꎻ可再生能源在运输行业的比重达到 １４％ ꎬ在电力生产部门

的比重达到 ３２％ ꎬ在供暖和供冷领域的比重平均每年增长 １ １％ ꎻ能源整体

效率上升 ２３％ ②ꎮ ２０２１ 年ꎬ波兰气候与环境部时隔 １３ 年通过了«波兰 ２０４０
年能源政策»(ＰＥＰ２０４０)及其路线图ꎬ以更明确的态度加速推进能源转型进

程ꎮ 根据这一战略文件ꎬ波兰计划投入 １ ５００ 亿兹罗提(约合 ３３７ 亿欧元)逐
步实现“弃煤”和发展可再生能源ꎬ以顺应欧盟气候与能源目标ꎮ 一方面ꎬ波
兰计划循序渐进地降低煤电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ꎮ 波兰政府将陷于亏损和

产量有限的中小煤矿并入波兰矿业集团(ＰＧＧ)等国有大公司ꎬ并逐步关闭ꎮ
同时继续建造总发电能力在 ４ ３ 兆瓦的煤电机组ꎬ用更高效的产能替代落后

产能ꎮ 尽管波兰政府当前依然在为煤电生产提供财政补贴ꎬ但其策略是为了

确保煤炭开采企业的稳定ꎬ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争取时间ꎬ最终目的是要在

２０３０ 年把煤电占比降至 ５６％ ꎬ至 ２０４０ 年降至 １１％ ꎬ并全面停用燃煤锅炉ꎬ在
２０４９ 年前实现煤电完全退出ꎮ 波兰政府对煤电态度的重要转变首先缘于煤

电成本的大幅提升ꎮ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价格飞涨ꎬ波兰的煤炭发电变得无

—４８—

①

②

Ｐｏｌａｎｄ: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ꎬＵ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ｐａｇｅ ＝ ｖｉｅｗ＆ｔｙｐｅ ＝ ３００２２＆ｎｒ ＝
８０４＆ｍｅｎｕ ＝ ３１７０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ＮＥＣＰ Ｐ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ｅｒ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ｌ ＿ ｆｉｎａｌ ＿ ｎｅｃｐ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ｅｎ ｐｄｆ



波兰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及与中国的合作

利可图①ꎮ 另一个关键原因则是波兰对欧盟相关基金的渴望ꎮ 尽管波兰作

为成员国可以申请各类基金ꎬ但是欧盟基金中没有对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目标的

项目ꎬ波兰只能获得大幅缩减的有限基金ꎮ 另一方面ꎬ波兰政府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ꎬ加快速度提升这两种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ꎬ计划

到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占波兰最终能源消耗总量的至少 ２３％ ꎮ 为实现这一目

标ꎬ波兰计划大力发展离岸风能发电设施ꎮ ２０２１ 年ꎬ有关推动离岸风电场发

电的法律获得通过ꎬ扭转了 ２０１６ 年后由于法律原因导致陆上风电场在波兰

难以发展的不利局面ꎮ 波兰能源集团(ＰＧＥ)等大型国有能源企业将在发展

风电场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波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第一个

风电发电厂将投运ꎬ预计到 ２０４０ 年波兰的海上风能发电量将达到 １１ 吉瓦

(ＧＷ)ꎮ 波兰还计划引入核电来弥补减少煤电带来的电力缺口ꎬ将在 ２０３３ 年

建成并投产波兰境内的第一座核电站ꎬ到 ２０４３ 年实现 ６ 座反应堆投运ꎮ 波

兰已先后与美国和法国达成了相关建设协议ꎮ
第三ꎬ加速支柱产业的绿色转型ꎮ 汽车工业作为波兰的支柱产业之一ꎬ其产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１ １％ꎮ 菲亚特、通用、大众等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都在波

兰设立了规模庞大的生产企业ꎮ 波兰生产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大部分出口德国、意
大利、英国和法国ꎮ 作为对汽车业绿色转型呼声的积极回应ꎬ波兰政府根据欧盟

的可替代燃料基础设施发展政策制定了国家框架ꎬ推出了电动汽车发展计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Ｐｏｌａｎｄ)ꎮ 根据这一计划ꎬ波兰将在 ２０２５ 年

拥有 １００ 万辆电动汽车ꎬ对零排放和低排放汽车的消费税和所得税实行减税ꎮ 同

时ꎬ作为欧洲大客车的最大生产国ꎬ波兰也将重点放在公共交通与清洁能源的对

接上ꎮ 波兰还颁布了«电动汽车与可替代燃料法令»(Ａｃｔ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ｕｅｌｓ)ꎬ设立了为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转型给予技术支持的相关规定ꎬ
从法律层面提供更有效的保障ꎮ 为了不断鼓励民众选择更为环保的新能源汽车ꎬ
波兰政府于 ２０２０ 年年初出台优惠政策和补贴计划ꎬ对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

车给予最高达 １ ８７５ 万兹罗提(约合 ４ ３００ 欧元)的财政补贴ꎬ并计划将补贴对象

从个人扩大到企业、机构和地方政府ꎮ 同时ꎬ政府向符合条件的企业、社区、城市

等提供财政资助ꎬ鼓励加快完善全国范围内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②ꎮ

—５８—

①

②

波兰矿业集团(ＰＧＧ)亦是欧洲最大的煤炭公司之一ꎬ２０１９ 年亏损 ４ 亿兹罗提

(约合 １ ０７ 亿欧元)ꎬ２０２０ 年亏损达到 ２７ 亿兹罗提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ａｎｄ － ａｇｒｅｅｓ － ｔｏ － ｓｈｕｔ － ｃｏａｌ － ｍｉｎｅｓ － ｂｙ － ２０４９ /

Ｐｏｌ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 / ｍａｒｋｅｔ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ａｎｄ －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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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重点推进国内煤炭产区的公平转型ꎮ 欧盟境内的 ４４ 个煤炭产区

中有 ７ 个位于波兰ꎬ在 ６ 个不同的省份内ꎬ直接从业者目前有 ８ 万余人①ꎮ 波

兰政府通过两种渠道来推动这些煤炭产区的产业转型ꎬ帮助当地民众免受失

业影响ꎮ 渠道之一是在国家层面制定«国家公平转型计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ＮＪＴＰ)ꎮ 这份计划根据欧盟和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ꎬ将转型会

给波兰各大地区和各大领域带来的经济、社会及人口变化进行系统全面的分

析ꎬ提出分步骤关停并转煤炭企业、鼓励社会各界对话和磋商、动员社会各界

提供转型资源、政府提供各类优惠政策等一系列行动原则ꎬ作为制定和推出

«地区公平转型计划»(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ＴＪＴＰ)的总体框架②ꎮ 渠

道之二是根据欧盟要求ꎬ与 ６ 个省政府合作ꎬ为七大煤炭产区“量身定制”７
份«地区公平转型计划»ꎬ参与欧盟公平转型机制下的基金申请ꎮ 按照欧盟规

定ꎬ这些计划在准备过程中必须确保各地社区、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各类

具有相关利益的社会力量共同积极协商合作ꎬ充分体现伙伴原则、社会参与

原则、透明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ꎮ 同时ꎬ明确提出煤炭退出时间表或碳减

排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必不可少的ꎮ 为此ꎬ波兰政府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开始在各

大煤炭产区的社会各界开启公开咨询和谈判ꎬ制定计划并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向

欧盟提交ꎮ 其中ꎬ最为艰难的当属与煤炭行业工会开展谈判ꎬ达成煤炭企业

最终关闭的时间表、清算协议和相关的员工福利保障ꎮ 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ꎬ
波兰政府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初终于与工会达成协议ꎮ 根据协议ꎬ被关闭的矿区工

人将转至仍在开工的矿区继续就业或按照当前工资的 ８０％提前退休ꎮ 后者还

可以额外获得 １２ 万兹罗提(约合 ３ ２ 万美元)的一次性离职金ꎮ 同时ꎬ协议还

将提供总额达 １６０ 亿兹罗提(约合 ４２ 亿美元)用于清洁碳技术的投资③ꎮ 此

—６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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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七大煤炭产区为:“Ｅａｓｔｅｒｎ Ｗｉｅｌｋｏｐｏｌｓｋａ”、“Ｗａłｂｒｚｙｓｋｉ”、“Ｕｐｐｅｒ Ｓｉｌｅ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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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ａｎｄ － ＴＪＴＰ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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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波兰政府还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宣布计划在 ２０３６ 年关停欧洲最大的煤电厂

贝乌哈图夫燃煤电厂ꎬ以此作为向欧盟申请公平转型基金的又一重要内容ꎮ
第五ꎬ提升环境保护职责的独立性和重要性ꎮ 为了体现波兰政府对环境

保护的重视ꎬ波兰政府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通过了 «２０３０ 年国家环境政策»
(ＰＥＰ２０３０)ꎬ以此作为对接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维度诸多目标和落

实本国«负责任的发展战略»中环保任务的战略性文件①ꎮ 这份文件明确了

波兰在环保领域的主要聚集点ꎬ包括:改善波兰城市空气质量(目标 ３、目标

１１)ꎻ提升水质(目标 ６)ꎻ减少噪音与电磁场对社会的影响 (目标 ３)ꎻ增加

可用水资源(目标 ６)ꎻ对土地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目标 １５)ꎻ确保有效的

废物管理(目标 １２)②ꎮ 与此同时ꎬ波兰还成立了全新的气候部(ＭｏＣ)ꎬ独立

于环境部ꎬ专门负责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行动和其他可持续发展事务ꎮ

三　 中波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前景

尽管中国与波兰地理距离相对遥远ꎬ但多个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和双边

层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与机会ꎮ 同时ꎬ两国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与能源结构、节能减排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和挑

战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和可比性ꎬ构成了中波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加

强合作的有利条件ꎮ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中波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ꎬ特别是

在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ꎬ在走深走实的道路

上面临多重挑战ꎮ
(一)中国与波兰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的实际情况

在 ２００９ 年欧债危机爆发后ꎬ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启了更加积极有为的新

篇章ꎮ 同时ꎬ波兰也更加注重发展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ꎬ在两国外交战略

都作出重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ꎬ中波关系在双边层面和在多边合作机制中都

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和提升ꎮ 在双边层面ꎬ中波政治高层互访频繁ꎬ推动伙伴

—７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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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断升级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波兰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ꎬ并将双边关系提

升为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波兰总统杜达对华进行国事访问ꎬ并出席

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波兰ꎬ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波兰总统杜达

专程来华出席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并与习近平主席会面ꎬ进一步

巩固了双边关系ꎮ 在多边层面ꎬ波兰积极参与由中国牵头发起的合作机制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ꎬ并使波兰首

都华沙成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诞生之地ꎮ 此后ꎬ波兰总统或总理每

年都出席这一年度性会晤ꎬ表现出对这一机制的持续重视ꎮ 波兰还于 ２０１５
年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ꎮ 在这些机制或

倡议框架内ꎬ中波合作拓展到金融和贸易、物流和海关、农业和林业、旅游、教
育、文艺和体育等各个领域ꎮ

聚焦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ꎬ中波两国现有的互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ꎮ
第一ꎬ多边合作机制为中波两国提供了围绕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加强交

流与合作的专门平台ꎮ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ꎬ已经搭建了中国—
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部长级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中心、中国—
中东欧国家能源合作论坛、企业能源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

对话与合作中心等专门性的交流渠道ꎮ ２０２１ 年被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同确

立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年”ꎬ进一步为中波两国在

这一领域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强劲动力ꎮ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设计

和推进的过程中充分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目标ꎬ主动践行中国倡议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面对接和协同推进ꎮ 波兰于 ２０１５ 年与中国政府

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ꎬ这既代表着波兰政府对“一带

一路”倡议认可和支持ꎬ也为中国与波兰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围绕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开展积极合作创造了更大空间ꎮ
第二ꎬ双边层面的具体合作项目逐渐开花结果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由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投资收购的波兰光伏电站项目ꎬ历经 １ 年施工建设ꎬ首
批 ４ 个项目正式竣工并网发电ꎮ 这批项目不但能够满足波兰 ９ ０００ 余户家庭

的用电需求ꎬ还在疫情期间为波兰创造了 ３００ 多个就业岗位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由中国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的首批 ９ 辆纯电动客车正式投入到

波兰西南部历史悠久的矿业小城波尔科维采的公交系统中ꎬ成为波兰引入的

首批中国纯电动客车ꎬ积极回应了波兰在其能源战略中大力发展绿色公共交

通设施的内容ꎮ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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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波兰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的有利条件

第一ꎬ中波两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拥有一致目标ꎬ面临相

近挑战ꎮ 当前ꎬ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ꎬ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ꎮ 同时ꎬ中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ꎮ 所谓共同富裕ꎬ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ꎮ 从发展不充分来看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中等收入

国家ꎬ还需要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速ꎬ才能缩短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ꎬ跻
身高收入国家行列ꎮ 从发展不平衡来看ꎬ中国需要克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

低、城乡不平衡严重、农业人口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过高等艰巨挑战ꎮ 在通往

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

体布局ꎮ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统筹

兼顾、相互协调、全面推进ꎮ
尽管与中国不同ꎬ波兰并不认为自己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ꎬ但面对与欧

美发达经济体之间不小的差距ꎬ波兰将自己定义为“低水平先进国家”ꎮ 与中

国一样ꎬ波兰致力于缩短与欧盟内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ꎬ希望能够继续维

持多年来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势头ꎮ 因此ꎬ不断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ꎬ把握科

学技术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ꎬ是波兰政府的重大关切ꎮ 同时ꎬ波兰也是一个

农业大国ꎬ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４０％ꎬ存在农场规模相对较小、生产效率较低

等限制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ꎬ导致城乡收入的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ꎬ因此ꎬ与中

国一样ꎬ波兰担负着提高农民收入、增添农业活力、打造现代农业的重任ꎮ
从中波两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际情况来看ꎬ中国在无贫

穷(目标 １)、优质教育(目标 ４)、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 ６)这些项目上被

评估为“有所成就”和“发展在轨”ꎻ但是在零饥饿(目标 ２)、良好健康和福祉

(目标 ３)、性别平等(目标 ５)、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 ７)、体面工作和经

济增长(目标 ８)、减少不平等(目标 １０)、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 １１)等更多

的项目上处于“依然存在巨大挑战”或“主要挑战依旧”的状态ꎬ改进情况多

为“有所改善”或“停滞不前”ꎮ 可见ꎬ通过多年经济与社会的发展ꎬ中波两国

都在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和福祉、优质教育等涉及基础民生的领域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就ꎬ但是在与环境相关的具体目标上都存在仍需努力的巨大

空间ꎮ
中波两国在发展周期中所处的相似位置和共同面对的目标及挑战ꎬ使得

两国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道路上更容易相互理解和彼此支持ꎬ
为两国在多边舞台上营造更有助于自身发展诉求的国际环境、争取更符合自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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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发展节奏的国际协作奠定了合作基础ꎮ
第二ꎬ中波两国在涉及节能减排和能源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类似

的推进理念和政策路径ꎮ 中国提出力争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前实

现碳中和ꎮ 同时ꎬ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ꎮ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中国仍处于工业

化、城镇化深入发展阶段ꎬ能源资源需求保持刚性增长ꎬ因此ꎬ在紧迫艰巨的

“双碳”目标前ꎬ中国的推进理念和政策路径体现在处理好四对关系之上:一
是发展和减排的关系ꎮ 减排不是减生产力ꎬ也不是不排放ꎬ而是要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ꎬ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

发展ꎮ 要坚持统筹谋划ꎬ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
食安全ꎬ确保群众正常生活ꎮ 二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ꎮ 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

意识ꎬ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ꎬ确保形成合力ꎬ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

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ꎬ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行动方

案ꎬ不搞齐步走、“一刀切”ꎮ 三是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ꎮ 既要立足当

下ꎬ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问题ꎬ积小胜为大胜ꎻ又要放眼长远ꎬ克服急功近

利、急于求成的思想ꎬ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ꎬ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持续发

力ꎮ 四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ꎮ 要坚持两手发力ꎬ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

好结合ꎬ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ꎮ 聚焦到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

上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煤电发电量约占发电总量的 ６５％ ꎬ煤电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与波兰相近ꎬ可谓是能源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见图 ３)ꎮ 因此ꎬ中国提出

的原则理念是ꎬ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ꎬ坚持先立后破ꎬ通盘谋划ꎬ传统能源

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可靠的替代基础上ꎮ 要加大力度建设以大型风光电

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

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①ꎮ
中国的上述原则理念和政策的推进路径与波兰以保障能源安全为前提

条件ꎬ根据各个煤炭产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计划ꎬ在煤电产业关停并转的

过程中分阶段实现最终脱碳的战略具有很大的相似性ꎮ 这类重安全、保民

生、讲差异、分阶段、求长远的节能减排战略ꎬ比西方发达经济体雄心勃勃、快
速脱碳的计划更适用于中国和波兰这种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期、民用与工业能

—０９—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入分析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　 扎扎实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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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需求刚性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ꎬ也为中波两国加强双边政策交流、携手在

多边舞台上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争取合理的减碳、脱碳节奏提供了合作的有

利条件ꎮ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中国各类能源发电量及其所占比重

(单位:万亿千瓦时ꎬ％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第三ꎬ中波两国在能源结构优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很强的互鉴

性和互助性ꎮ 一是技术领域的互助合作ꎮ 中国无论在提升煤电效率的技术

方面ꎬ还是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方面都成果显著ꎮ 在提升煤电效率方面ꎬ中
国已经从起步晚于西方国家的劣势中走出来ꎬ跻身于国际领先行列ꎮ 例如ꎬ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是全球第一个将供电煤耗降到 ２８０ 克以下的发电厂ꎬ
其机组蒸气温度为 ６００℃ꎬ发电效率提高到惊人的 ４５ ４％ ꎮ 中国在超超临界

技术领域的不断攻坚克难与创新突破将为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重要技术支持ꎮ 同样ꎬ在清洁能源领域ꎬ中国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ꎬ取得了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超过 ２５％ 、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低风

速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光伏产业技术快速迭代、为全球市场供应超 ７０％
组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①ꎮ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领域的成就对

于波兰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ꎬ波兰要想实现自己的脱碳目标ꎬ提高煤电效率、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是其必由之路ꎬ这为中波两国加强相关技术领域的合作开

辟了巨大的空间ꎮ 二是社会政策的交流互鉴ꎮ 事实上ꎬ波兰早在 ２１ 世纪初

就开启了煤电行业缩减和退出的进程ꎬ其国内的煤矿已经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１９—

① «国家能源局:中国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了超过 ７０％ 的组件»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７１３４ ｈｔ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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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时期的 ７０ 家减少至目前的 ２０ 余家ꎬ从事煤矿开采及相关行业的人

员也从最高峰时的 ３８ ８ 万人缩减至 ８ 万人①ꎮ 在近 ２０ 年的进程中ꎬ波兰在

煤电企业关停并转、安排从业人员再就业、提供各方满意的福利保障方案等

方面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ꎮ 尽管中国没有像波兰那样提出“脱碳”口号ꎬ
但“双碳”目标也要求中国按下减碳的加速键ꎮ 因此ꎬ波兰在上述政策领域的

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同波兰加强沟通和借鉴的重要内容ꎮ 三是在投融资领域

的协作共赢ꎮ 绿色金融为致力于节能、减排、降耗的项目进行投资ꎬ是推进绿

色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ꎮ 充分、多元、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能够引导更

多资本流向绿色环保等可持续发展领域ꎮ 近年来ꎬ欧洲通过密集的政策制定

和颁发ꎬ逐步建立系统化、制度化的绿色金融体系ꎬ同时ꎬ各类国际和地区组

织ꎬ如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也积极地为波兰

等国提供贷款ꎬ助力可持续发展项目ꎮ 同样ꎬ中国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绿色

金融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ꎬ并将之纳入

Ｇ２０ 峰会议程ꎬ开启和推动了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进程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中欧领导人决定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ꎬ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欧盟和中国选择在同一天发布了各自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的重要

更新ꎬ标志着中欧绿色分类标准趋同取得阶段性进展ꎻ同年 １１ 月ꎬ中欧借气

候大会契机牵头完成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ꎬ向世界发出了两大经济

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采取协调行动的重要信号ꎮ 中波两国作为绿色金融

重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ꎬ在中欧相向而行的绿色金融合作中存在更多合作共

赢的机会ꎮ
(三)中波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深化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ꎬ国际格局与秩序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变革加剧期ꎬ大国博弈在各

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展开ꎬ各国之间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受到影响ꎮ 在此

复杂背景下ꎬ中国与波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等

多种框架内开展有关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步伐也不免受到干扰ꎬ面临诸多

挑战ꎮ
第一ꎬ以中美交恶为主要表现的大国博弈对中波合作的不利影响ꎮ 转型

以来的波兰身兼数种身份———美国盟友、欧盟成员国、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２９—

① Ｐａｕｌ ＨｏｃｋｅｎｏｓꎬＡ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Ｍｏｕｎｔꎬ Ｐｏｌａｎｄ 'ｓ Ｏｎｃｅ － Ｍｉｇｈｔｙ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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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参与国和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ꎮ 在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有序发展

时期ꎬ这些身份彼此“相安无事”ꎬ但随着美国遏华战略成为主调ꎬ波兰开始调

整既往的东西平衡、全方位发展的外交政策ꎬ以选边站队的外交态度在这些

身份中作出取舍ꎬ使得中波关系的热度开始减退ꎮ ２０２０ 年ꎬ波兰成为美国在

５Ｇ 问题上“反华联盟”———“清洁 ５Ｇ”名单中的一员ꎬ与美国签署了有关 ５Ｇ
网络安全的联合声明ꎬ基本关闭了波兰与中国企业开展 ５Ｇ 网络合作的大门ꎮ
亲美疏华的外交政策选择也波及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能源合作领域ꎮ 近年来ꎬ
中波两国一直存在加强民用核能领域合作的意愿ꎮ ２０１７ 年ꎬ波兰能源部副部

长率波兰核能司司长以及首席专家一行访华并考察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ꎬ
两国共同签署了«中波关于民用核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ꎮ 然而ꎬ在调整

对华政策后ꎬ波兰转向与美国开启这项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波兰与美国签署

有关核能合作的备忘录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在波兰总统访问美国后ꎬ波美达成核

能合作协议ꎬ波兰将采用美国反应堆技术进行核建设计划ꎬ从美国公司购买

价值 １８０ 亿美元的核技术和相关服务ꎮ 在波兰整个核能计划约 ４００ 亿美元

的总投资中ꎬ美国企业将获得近半数的采购份额ꎮ 由于核能技术具有长周期

的继承性和排他性ꎬ这也意味着波美核能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收窄了中波在此

领域的合作空间ꎮ
第二ꎬ地区安全格局的巨变对中波合作的不利影响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

亚事件发生后ꎬ以波兰为首的一批与俄罗斯为近邻的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满

怀忧虑ꎮ 这种忧患意识转化成更为绝对、更为泛化的国家安全观ꎬ严重干扰

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前景ꎮ 近年来ꎬ不断有中东欧国家以可能构成安全

威胁为由ꎬ拒绝或中断了与中国的多项经济或人文领域合作项目ꎬ波兰也是

其中之一ꎮ 在上述的 ５Ｇ 网络与核能合作折戟沉沙的过程中ꎬ从安全角度的

过度考虑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下旬ꎬ乌克兰危机升级ꎬ打破了

“冷战”后形成的欧洲安全格局ꎬ对于波兰而言则意味着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

胁更加紧迫ꎬ独立自主的能源安全更加重要ꎮ 就在俄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前ꎬ中俄关系再次升级ꎬ不仅发表联合声明ꎬ共同表达了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看

法以及合作的方向ꎬ还签署了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合作协议ꎬ中俄双边关系更

加紧密ꎮ 中欧对乌克兰危机升级采取的不同立场和政策更增加了包括波兰

在内的欧洲国家对华误解和疑虑ꎮ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的

中俄关系会否更直接显著地影响中波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ꎬ尚待进一步的跟

踪观察ꎮ
第三ꎬ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对中波合作的不利影响ꎮ 近年来ꎬ随着中国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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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ꎬ美欧对自身或将失去领先优势的担忧越来越重ꎬ并
转化为抛弃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原则ꎬ用各种手段行保护主义之实ꎬ以达到

遏制中国赶超的目的ꎮ 欧盟的具体手段分为两类ꎮ 一是通过立法方式抬高

门槛、设置障碍ꎬ达到将中国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目的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ꎬ
«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正式生效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针对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的条例草案ꎻ８ 月ꎬ欧盟讨论有关“国际采

购工具”(ＩＰＩ)草案ꎬ有意将中国企业排除在欧盟的公共采购合同之外ꎻ１２ 月ꎬ
欧盟委员会又提出一项所谓反经济胁迫的新政策工具ꎬ意在给中国贴上“经
济胁迫”的标签ꎮ 这些法案构成一张多角度限制中国企业在欧盟境内开展经

济活动的制度之网ꎮ 二是欧盟借跨大西洋关系得到改善的契机ꎬ迎合美国结

盟遏华的目的ꎬ加强与美国的政策协调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

会(ＴＴＣ)成立并发表联合声明ꎬ声称将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ꎬ在出

口控制、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和全球贸易挑战这五个领域加强美

欧协调与合作ꎮ 尽管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ꎬ但美欧联合经济、科技和规

制实力以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的用意充满字里行间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ꎬ欧盟

在加速推进绿色转型的决心背后ꎬ又出现了对在绿色领域过度依赖中国的担

忧ꎬ呼吁要重新评估欧洲绿色能源供应链ꎬ采取措施减少与中国的产业关

联①ꎮ 尽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传统能源清洁化、绿色基础设施等诸多

领域具有技术先进、质优价廉、施工高效等多种优势ꎬ但往往会遭遇这些政策

法规的排查和无端猜忌的影响ꎬ最终丧失进入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市场、实
现互利双赢合作的机会ꎮ

(四)未来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ꎬ中波两国在可持续发展ꎬ特别是传统能源清洁化、可再生

能源规模化等领域既面临挑战ꎬ也具有巨大的合作前景ꎮ 中波两国应该借助

彼此在上述领域的相近目标、共同诉求和类似政策ꎬ拓展合作空间ꎬ在实现互

利共赢的基础上携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ꎮ
第一ꎬ中波两国应加强节能环保和绿色转型领域政策的沟通交流ꎬ携手

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争取合理的减碳、脱碳节奏ꎬ设定符

合国际形势变化、与全球经济复苏现实情况相适应的节能减排阶段性目标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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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以波兰加快能源转型期间存在巨大电力缺口为重要契机ꎬ推动中

波在风光电领域实现更大规模的合作ꎮ 未来两年ꎬ波兰可能出现 ２ ５４５ 兆瓦

的电力空缺ꎮ 除了落实与美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签署的共同发展核电的计划

外ꎬ波兰还必须采用其他的清洁能源技术来加速这场变革ꎬ弥补电力缺口ꎮ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部长米哈乌库尔蒂卡曾表示ꎬ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参与波

兰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ꎬ共同寻找互利共赢的机会ꎮ 中国应充分借助自己在

可再生能源装机能力上的巨大优势和领先技术ꎬ积极促成旗舰性合作项目的

诞生和落地ꎬ使之成为中欧绿色伙伴关系和中波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具

体载体ꎮ
第三ꎬ携手加强绿色金融的双向合作和多边推进ꎮ 当前ꎬ波兰已经成为

绿色投资最为青睐的市场ꎬ而中国在风光电领域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投资模

式ꎬ引导中国绿色资本进入波兰绿色投资市场将成为中波两国互利共赢的合

作路径ꎮ 同时ꎬ中波两国也可以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等框架内加强合作ꎬ引导更多民间资本投入到彼此和更多具有类似发

展需求的新兴经济体的绿色转型进程中ꎮ
第四ꎬ以交通基础设施的绿色建设为主要抓手ꎬ加强中波合作ꎮ 中国和

波兰的产业结构与特色决定了两国都是全球交通运输行业产业链中重要的

节点国家ꎬ因此也是这一行业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关键环节ꎮ 中国已经在新能

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ꎬ波兰作为欧洲大客车的最大生产

国ꎬ也正在将重点放在公共交通与清洁能源的对接上ꎮ 双方应加强新能源汽

车制造业的技术合作和联合研发ꎮ 同时ꎬ中国和波兰在中欧班列领域的既有

合作成果也可以成为双方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合作基础ꎬ共同探索跨地区货物

运输过程中“零碳运输”的实现路径ꎮ
第五ꎬ加强地方层面的相关交流与合作ꎮ 波兰以地区(煤炭产区)为基础

的政策制定路径与中国提出的“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
行动方案ꎬ不搞齐步走、‘一刀切’”具有相互借鉴学习的积极价值ꎮ 当前ꎬ无
论是在中国ꎬ还是在波兰ꎬ都在倡导以城市作为节能减排的主战场ꎬ开展绿色

城市建设ꎬ加快实现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的绿色转型ꎮ 中波可以在中国—
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中心等既有平台上开展相关经验交流ꎬ共同探索城市绿

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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