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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欧四国为例

马骏驰

【内容提要】 　 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四个欧盟新成员国在绿色

经济转型进程中兼具优势与挑战ꎮ 四国已摆脱能源密集型的粗放增长模式ꎬ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减排成绩ꎬ优化了能源供给结构ꎬ降低了家庭部门和工业

部门的能源强度ꎬ完善了与绿色经济转型相关的法律制度ꎮ 但这些国家也面

临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各类挑战:对煤炭的依赖度依旧较大ꎬ高耗能

的工业和交通部门短期内难以减排ꎬ高耗能产业就业群体规模较大ꎬ利用天

然气减排的方式不可持续ꎬ公共部门研发投入不足以及四国绿党十分羸弱ꎮ
不过ꎬ在欧盟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和下一代基金的助力下ꎬ波兰、
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绿色经济转型前景可期ꎮ 欧盟基金将一如既往地

拉动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ꎬ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转型环境ꎮ 中欧

四国复苏与韧性计划的绿色经济转型部分也普遍以促增量为目标而非改存

量ꎬ以尽可能减少存量改革的阻力ꎮ 另外ꎬ复苏与韧性工具也为四国政府提

供了新的财政政策空间ꎬ以便兼顾绿色经济转型和民生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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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绿色经济成为欧洲关注的主流话题之一ꎮ ２０１０ 年欧盟

在«欧盟 ２０２０ 战略»中正式提出“三个 ２０％ ”目标ꎬ即减排 ２０％ 、可再生能源

占比增至 ２０％以及能效增至 ２０％ ꎬ以此实现可持续增长ꎬ即资源利用更加高

效、更加绿色、经济更具竞争力ꎮ ２０１９ 年欧盟推出的 «欧洲绿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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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将绿色经济的重要性提升至新高度ꎮ 一方面ꎬ欧盟进

一步提高了减排目标ꎬ将 ２０３０ 年欧盟减排目标从原来的 ４０％ 增至 ５０％ 、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气候中和”、可再生能源占比增至 ４０％等ꎮ 另一方面ꎬ欧盟将绿

色经济作为其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ꎮ 该文件明确指出ꎬ“绿色新政”
是一个走向公平和繁荣社会转型的新增长战略ꎮ 欧盟将成为一个能源效率

高、具备强大竞争力、至 ２０５０ 年实现零排放、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相脱钩的

经济体①ꎮ 当前ꎬ欧盟更是将绿色经济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ꎮ 其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 １ ２ 万亿欧元中的 ３０％ 将用于绿色经济ꎬ而总规模

达８ ０００亿欧元的欧盟复苏与韧性工具也将主要被用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

转型②ꎮ 可见ꎬ欧盟雄心勃勃地要实现绿色经济转型ꎮ
然而ꎬ中东欧新成员国并不完全认同欧盟的绿色理念及其具体的落实措

施ꎮ 早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爱沙尼亚就曾在欧洲理事会上

否决了欧盟 ２０５０ 年实现“气候中和”的计划ꎮ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表示ꎬ欧盟的相关措施会使能源价格升高ꎬ进而损害匈牙利家庭的

利益③ꎮ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则表示ꎬ欧盟内以及波兰本国的贫富差距均会

因此而加大④ꎮ 可见ꎬ这些国家的共同关切是ꎬ欧盟应当充分考虑成员国的

具体国情并根据不同国情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ꎮ
鉴于此ꎬ本文以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四国为例ꎬ基于欧盟统计局

和国际能源署的数据ꎬ分析四国具体国情ꎬ指明四国在绿色经济转型领域的优

势与挑战ꎬ并结合欧盟基金ꎬ特别是复苏与韧性工具研判其绿色经济转型的前

景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欧盟绿色经济转型涵盖的议题较广ꎬ包括节能减排、能源结

构调整、清洁交通、循环经济、生物多样性、农业与食品、耕地与森林保护、绿色

金融等ꎬ由于篇幅所限ꎬ本文仅涉及节能减排、能源结构等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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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欧四国绿色经济转型的优势

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自转轨后的减排成绩十分显著ꎬ且摆脱了

转轨前能源密集型的粗放增长模式ꎮ 能源结构出现了较大调整ꎬ对天然气、
核能、水电、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度提高ꎮ 在能源消费需求并

未出现较大调整的情况下ꎬ家庭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降低ꎮ 另外ꎬ与
绿色经济转型相关的法律制度也逐步完善ꎮ 因此ꎬ中欧四国自转轨后已在绿

色经济转型领域取得一定积累和优势ꎬ能够更好地服务未来的进一步转型ꎮ
(一)中欧四国减排成绩斐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中欧四国先后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ꎬ１９９８
年、１９９９ 年先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ꎮ 根据该议定书ꎬ到 ２０１２ 年波兰和匈

牙利须在 １９９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水平上减少 ６％ ꎬ捷克和斯洛伐克须减少

８％ ꎬ当时欧共体 １５ 国的减排目标同为 ８％ ①ꎮ 到 ２０１２ 年ꎬ中欧四国均完成第

一承诺期的减排目标ꎮ 其中波兰的成绩最为显著ꎬ１９９０ ~２０１２ 年其温室气体排

放量减少了 ２９％ꎬ为欧盟整体的减排作出巨大贡献ꎬ促使欧盟超额完成了«京
都议定书»中 ８％ 的目标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减排并未降低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ꎮ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９ 年波兰和捷克的 ＧＤＰ 平均增长 ３９０％左右ꎬ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分

别减少 １２ １％和 ２１ ３％ꎮ 匈牙利的 ＧＤＰ 增长 ３１１％ꎬ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

１６％ꎮ 斯洛伐克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５１３％和 ２４ ２％ꎮ 自 １９９５ 年起中欧四国的

排放量与 ＧＤＰ 的比值均处于持续下降状态ꎬ表明单位 ＧＤＰ 所需的排放量逐渐

递减ꎬ中欧四国已经摆脱能源密集型的粗放增长模式(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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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９ 年中欧四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ＧＤＰ 的比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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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然气和核能在能源供给中的占比逐渐增加

当前ꎬ天然气已成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最主要的能源供给来源ꎬ占比

分别达 ３４ ９％和 ２５ ５％ ꎬ均超过传统的煤炭和石油ꎮ 在波兰ꎬ天然气也成

为仅次于煤炭和石油的第三大能源供给来源ꎮ 核能方面ꎬ匈牙利、捷克和

斯洛伐克的核电站继承自转轨前的工业遗产ꎬ且核电已是三国最主要的电

力来源ꎮ ２０２０ 年匈牙利帕克什核电站(Ｐａｋｓ)生产了匈 ４９％ 的电力ꎬ并已

与俄罗斯合作开展翻修与扩容工作ꎮ 捷克的两座核电站发电量约占捷发

电总量的 ３４％ ꎬ并计划与美国和韩国合作继续翻修扩容ꎮ 斯洛伐克的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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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发电量约占其发电总量的 ５３％ ꎬ且新建的三号机组也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正式上线ꎮ 尚没有核电站的波兰也开始将核能提上日程ꎮ 根据波兰发

布的面向 ２０４０ 年能源政策ꎬ波兰将在 ２０３３ 年正式引入核能ꎬ到 ２０３５ 年核

能计划占总能源供给的 １０％左右①ꎮ 波兰政府也已邀请美国开展相关技术

和融资评估工作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欧盟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的声明中正式明确了

天然气和核能的地位ꎬ即两者能够促进欧盟走向一个完全依赖可再生能源的

未来②ꎮ

表 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０ 年中欧四国能源供给结构变化(％)

年份

波兰

煤炭 天然气 石油
生物燃料
和废物

水利
风能、

太阳能等

１９９０ ７６ ４ ８ ７ １２ ６ ２ ２ ０ １ ０ ０

１９９５ ７０ ５ ９ ０ １５ ７ ４ ６ ０ ２ ０ ０

２０００ ６３ １ １１ １ ２１ ４ ４ ２ ０ ２ ０ ０

２００５ ５８ ７ １３ １ ２３ ２ ４ ８ ０ ２ ０ ０

２０１０ ５４ ４ １２ ７ ２５ ２ ７ ２ ０ ２ ０ ２

２０１５ ５０ ９ １４ ５ ２４ ６ ８ ８ ０ ２ １ １

２０２０ ４１ １ １７ ６ ２９ ９ ９ ４ ０ ２ １ ７

捷克

年份 煤炭 天然气 核能 石油
生物燃料
和废物

水利
风能、

太阳能等

１９９０ ６３ １ １０ ５ ６ ６ １７ ５ ２ １ ０ ２ ０ ０

１９９５ ５４ ４ １５ ７ ７ ６ １８ ７ ３ １ ０ ４ ０ ０

２０００ ５１ ４ １７ ８ ８ ４ １８ ３ ３ ７ ０ ４ ０ ０

２００５ ４３ ７ １６ ６ １４ ０ ２０ ９ ４ ４ ０ ４ ０ ０

２０１０ ４０ ３ １７ ４ １５ ８ １９ ３ ６ ５ ０ ５ ０ ２

２０１５ ３８ １ １５ １ １６ ３ ２０ ０ ９ ６ ０ ４ ０ ６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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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ｅｇｉｎｓ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Ａｃｔ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Ｇａ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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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捷克

年份 煤炭 天然气 核能 石油
生物燃料
和废物

水利
风能、

太阳能等

２０２０ ２９ ７ １７ ７ １９ １ ２０ ７ １１ ６ ０ ４ ０ ７

匈牙利

年份 煤炭 天然气 核能 石油
生物燃料
和废物

水利
风能、

太阳能等

１９９０ ２２ ４ ３２ ０ １２ ９ ３０ ０ ２ ４ ０ １ ０ ３

１９９５ １８ ０ ３５ ８ １４ ２ ２８ ５ ３ １ ０ １ ０ ３

２０００ １５ ６ ３９ １ １５ ０ ２６ ８ ３ １ ０ １ ０ ３

２００５ １０ ４ ３７ ７ １５ ８ ２５ １ １０ ４ ０ １ ０ ６

２０１０ １０ ４ ３７ ７ １５ ８ ２５ １ １０ ４ ０ １ ０ ６

２０１５ ９ ８ ３１ ２ １７ ２ ２８ ５ １２ ３ ０ １ １ ０

２０２０ ６ ５ ３４ ９ １６ ７ ２９ ０ １０ ７ ０ １ ２ １

斯洛伐克

年份 煤炭 天然气 石油 核能
生物燃料
和废物

水利
风能、

太阳能等

１９９０ ３７ ５ ２４ ４ ２１ ５ １５ ０ ０ ８ ０ ８ ０ ０

１９９５ ３０ ５ ２９ ５ １９ １ １６ ９ １ ６ ２ ４ ０ ０

２０００ ２３ ８ ３２ １ １５ ７ ２３ ９ ２ ３ ２ ２ ０ ０

２００５ ２２ ２ ３０ ８ １８ １ ２４ ４ ２ ４ ２ １ ０ ０

２０１０ ２２ ０ ２８ ２ ２０ ４ ２１ ７ ５ ０ ２ ５ ０ １

２０１５ ２０ ３ ２４ ０ ２０ ２ ２４ ７ ８ ５ ２ １ ０ ３

２０２０ １３ ６ ２５ ５ ２１ ５ ２５ ４ １１ ２ ２ ４ ０ 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能源署国别数据计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三)中欧四国积极开发水电、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从表 １ 可知ꎬ可再生能源在中欧四国能源供给中的占比逐年递增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波兰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供给量占比为 １１ ３％ ꎬ捷 克 为

１２ ７％ ꎬ匈牙利为 １２ ９％ ꎬ斯洛伐克为 １４％ ꎮ 从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来看ꎬ
中欧四国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自 ２００４ 年“入盟”后也在逐渐递增ꎮ 其中匈

牙利增幅最大ꎬ２０１９ 年的占比相比 ２００４ 年“入盟”时的水平增长了 ８ ２ 个

百分点ꎬ增幅最小的是波兰ꎬ为 ５ ３ 个百分点ꎮ 从可再生能源的用途来看ꎬ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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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主要将其用于发电、制冷制热和交通部门ꎮ 其中在耗能大户的家庭部

门中ꎬ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增幅普遍较为明显ꎬ其中斯洛伐克增幅最大ꎬ为
１４ ６ 个百分点ꎬ而波兰增幅最小ꎬ为 ５ ８ 个百分点ꎮ

表 ２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９ 年可再生能源在中欧四国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捷克 ６ ８ ７ １ ７ ４ ７ ９ ８ ７ １０ ０ １０ ５ １０ ９

匈牙利 ４ ４ ６ ９ ７ ４ ８ ６ ８ ６ １１ ７ １２ ７ １４ ０

波兰 ６ ９ ６ ９ ６ ９ ６ ９ ７ ７ ８ ７ ９ ３ １０ ４

斯洛伐克 ６ ４ ６ ４ ６ ６ ７ ８ ７ ７ ９ ４ ９ １ １０ ３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捷克 １２ ８ １３ ９ １５ １ １５ １ １４ ９ １４ ８ １５ １ １６ ２

匈牙利 １５ ５ １６ ２ １４ ６ １４ ５ １４ ４ １３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６

波兰 １１ ０ １１ ５ １１ ６ １１ ９ １１ ４ １１ １ １１ ５ １２ ２

斯洛伐克 １０ ５ １０ １ １１ ７ １２ ９ １２ ０ １１ ５ １１ ９ １６ ９

资料 来源: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ｒｏｍ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ｎｒｇ＿ｉｎｄ＿ｒｅ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四)中欧四国主要经济部门的能源强度持续降低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工业部门、商业与公共部门、家庭部门以及交通部门始

终是中欧四国最主要的能源需求领域ꎬ且各部门在最终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占比并未有较大变化ꎮ 因此ꎬ这些部门能源强度的降低可归因于能源利用

效率的提高ꎬ而非部门消费水平的相对变化ꎮ 具体而言ꎬ四国能源强度的

降低主要归功于家庭部门(主要是住宅供暖)ꎮ 其中ꎬ斯洛伐克的成绩最为

突出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ꎬ斯洛伐克家庭部门能源强度下降达 ２５％ ꎬ捷克的下

降幅度最小ꎬ仅有 ９ １％ ꎮ 波兰和匈牙利均为 ２０％ 左右ꎮ 制造业能源强度

的表现也较为突出ꎮ 除匈牙利外(３４％ )ꎬ其他三国能源强度均下降了

７０％以上ꎮ 但另一个耗能大户———客运交通部门的能源强度却不降反增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各国在上述领域能源强度下降的努力ꎮ 四国每公

里消耗的能源出现了大幅增长ꎬ其中波兰增长最多ꎬ达 ５７ １％ ꎬ捷克增幅最

小ꎬ为 ２０ ６％ ①ꎮ

—７４—

① ＩＥＡꎬ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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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中欧四国主要经济部门的最终能源消费占比(％)

波兰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工业部门 ２３ １ ２２ ０ ２２ ５ ２３ ０ ２０ ２ ２０ ２

交通部门 ２６ １ ２４ ８ ２５ ４ ２６ ０ ２２ ８ ２２ ９

商业与公共部门 １３ ２ １２ ５ １２ ８ １３ １ １１ ５ １１ ５

家庭部门 ３２ ５ ３０ ９ ３１ ７ ３２ ３ ２８ ４ ２８ ４

捷克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工业部门 ３３ ４ ３４ １ ３４ ４ ３４ ４ ３２ ５ ３２ ８

交通部门 ２６ ６ ２７ １ ２７ ３ ２７ ４ ２５ ９ ２６ １

商业与公共部门 １３ ３ １３ ５ １３ ７ １３ ７ １２ ９ １３ ０

家庭部门 ２７ ４ ２７ ９ ２８ ２ ２８ ２ ２６ ６ ２６ ８

匈牙利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工业部门 １８ ６ １８ ２ １９ ０ １８ ３ １７ ３ １７ １

交通部门 ２７ ２ ２６ ６ ２７ ７ ２６ ７ ２５ ２ ２５ ０

商业与公共部门 １６ ６ １６ ２ １６ ９ １６ ３ １５ ４ １５ ３

家庭部门 ３６ ３ ３５ ６ ３７ ０ ３５ ８ ３３ ７ ３３ ５

斯洛伐克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工业部门 ３７ ８ ３７ ５ ３８ ８ ４０ ８ ３６ ９ ３５ ６

交通部门 ２７ ６ ２７ ４ ２８ ４ ２９ ９ ２７ ０ ２６ ０

商业与公共部门 ２０ １ １９ ９ ２０ ６ ２１ ７ １９ ６ １８ ９

家庭部门 ２２ １ ２１ ９ ２２ ６ ２３ ８ ２１ ５ ２０ ８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Ｆｉ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ｅｃｔｏｒ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ＴＥＮ００１２４＿ｃｕｓｔｏｍ＿１４２９９５１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五)中欧四国逐步完善与绿色经济转型相关的法律制度

波兰自 ２００４ 年至今共制定并通过了 ７４ 部与环保有关的法律ꎬ而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４ 年仅为 ５ 部ꎮ 匈牙利自 ２００４ 年至今共制定了 ２１ 部相关法律ꎬ２００４ 年之

前制定了 ８ 部ꎮ 捷克在“入盟”后通过了 ２５ 部相关法律ꎬ“入盟”前为 ４ 部ꎮ
斯洛伐克的 ８ 部法律则全部在“入盟”后通过①ꎮ 不过ꎬ并非所有的排放目标

—８４—
① ＩＥ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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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强制ꎬ只有不属于交易体系内的减排目标是对成员国的强制要求ꎬ需要

成员国层面的法律约束ꎮ 因为欧盟将排放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欧盟排放交易

体系的排放ꎬ如电力、工业和航空业ꎮ 另一类属于非排放交易体系的排放ꎬ如农

业、交通、废物ꎮ 前者是总量交易ꎬ即各排放源可以相互调剂ꎮ 属于欧盟排放交

易体系的目标仅停留于欧盟层面ꎬ并没有分摊到成员国ꎮ

二　 中欧四国在绿色经济转型领域的挑战

在具备一定优势的同时ꎬ中欧四国也面临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

各类挑战ꎮ 从能源供给结构来看ꎬ煤炭依旧是波兰和捷克重要的能源来源ꎬ
且两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大ꎬ核能、天然气等占比仍相对不高ꎮ 工业

部门中ꎬ波兰和匈牙利的基本金属生产和金属制品部门增长态势明显ꎬ短期

内难以单纯为减排而牺牲产值ꎮ 交通部门的情况类似ꎬ波兰、匈牙利和斯洛

伐克的客运需求不断上升ꎬ导致三国交通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水平持

续走高ꎮ 在社会层面ꎬ高耗能产业的就业群体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对较

大ꎮ 在政治层面ꎬ由于俄欧关系紧张及欧洲对俄能源的严重依赖ꎬ通过天然

气减排的方式难以持续ꎮ 另外ꎬ中欧四国公共部门对能源研发的投入严重不

足ꎬ且绿党在政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羸弱ꎮ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ꎬ中欧四

国的绿色经济转型并非易事ꎮ
(一)波兰和捷克的能源供给依赖煤炭

由表 ４ 可知ꎬ除德国以外的欧盟老成员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已低于

１０％ ꎮ 当前这些国家主要依赖天然气、石油和核能ꎮ 在几乎没有核能供给的

情况下ꎬ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更大ꎮ 而波兰和捷克

煤炭占比分别为 ４１ １％ 和 ２９ ７％ ꎬ与这些老成员国的水平有一定差距ꎮ 匈

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能源供给结构则基本与老成员国趋近ꎮ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欧盟部分老成员国与中欧四国能源供给结构比较(％)

国别 煤炭 天然气 核能 石油
生物燃料
和废物

水利
风能、
太阳能

德国 １５ ５ ２６ ７ ６ ０ ３３ ９ １１ ２ ０ ６ ６ ０

法国 ２ ５ １５ ８ ４１ ６ ２７ ８ ７ ５ ２ ４ ２ ４

意大利 ３ ５ ４３ ３ ０ ０ ３２ ５ １０ ８ ３ ０ ６ ９

西班牙 ２ ６ ２５ ７ １４ ０ ４０ １ ７ ３ ２ ４ ７ ８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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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国别 煤炭 天然气 核能 石油
生物燃料
和废物

水利
风能、
太阳能

奥地利 ７ ６ ２３ ４ ０ ０ ３４ ２ ２０ ２ １１ ６ ３ １

波兰 ４１ １ １７ ６ ０ ０ ２９ ９ ９ ４ ０ ２ １ ７

捷克 ２９ ７ １７ ７ １９ １ ２０ ７ １１ ６ ０ ４ ０ ７

匈牙利 ６ ５ ３４ ９ １６ ７ ２９ ０ １０ ７ ０ １ ２ １

斯洛伐克 １３ ６ ２５ ５ ２１ ５ ２５ ４ １１ ２ ２ ４ ０ 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二)波兰和匈牙利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水平明显上升

近五年来ꎬ波匈两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水平分别增长了 １７ ５％ 和

１４ ６％ ꎬ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这一指标已基本稳定ꎬ仅西班牙工业部门的

能源消费上涨了 １０％ 左右①ꎮ 波匈工业部门的耗能大户———基本金属生产

和金属制品部门“贡献颇丰”ꎮ 当前ꎬ该部门已成为波匈重要的工业部门ꎬ其
产值连年增长ꎬ短时间内难以简单地为了减排而大规模调整ꎮ 由表 ５ 可知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波、匈、捷这一部门的产值增速基本在 ２０％ ~ ４０％ ꎬ而德奥两

国在 １０％上下徘徊ꎬ法国和南欧则在收缩ꎮ 根据波兰 ２０２０ 年工业年鉴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共有 １ ３９１ 家企业从事基本金属的生产制造ꎬ比 ２００９ 年的数量增长

７７ ７％ ꎮ 该部门同年的产值占波兰当年工业总产值的 １１ １％ ꎮ 波兰更是全

球精炼铜生产的主要国家之一ꎬ２０１５ 年其精炼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２ ５％ ②ꎮ 虽然匈牙利没有像波兰在特定细分产业中的全球地位ꎬ但对其自

身产业而言ꎬ基本金属生产和金属制品部门是近年来的投资热点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匈牙利对该部门的投资增长 １８１ ３％ ꎬ这一增幅在匈制造业 １３ 个部

门中排名第四位ꎮ 投资的增加带动了基本金属生产和金属制造部门的出口ꎬ
出口增长近 ４０％ ③ꎮ

—０５—

①

②

③

ＩＥＡꎬ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ｅｃｔｏ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 － ｂｒｏｗｓ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ＷＯＲＬＤ＆ｆｕｅｌ ＝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ＣＯ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ＵＳꎬ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Ｐｏｌａｎｄ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ｐｌ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ｏｆ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ｐｏｌａｎｄ －
２０２０ꎬ５ꎬ１４ ｈｔｍｌ

ＫＳ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ｓｈ ｈｕ / ｓｔａｄａｔ ＿ ｆｉｌｅｓ / ｂｅｒ / ｅｎ / ｂｅｒ０００５ ｈｔｍｌ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ｓｈ
ｈｕ / ｄｏｃｓ / ｅｎｇ / ｘｓｔａｄａｔ / ｘｓｔａｄａｔ＿ａｎｎｕａｌ / ｉ＿ｑｋｔ０３１ｂ ｈｔｍｌ? ｄｏｗｎ ＝ ３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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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中欧四国∗基本金属生产和金属制品部门产值变化

(以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为 １００)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年

与 ２０１１ 年
相比(％ )

德国 １０９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１ ３ １１１ ４ １１３ ０ １１８ ３ ８ ３

法国 １０５ ０ ９９ ６ ９６ ６ ９５ ５ ９５ ３ ９５ ４ ９８ １ － ６ ７

意大利 １０５ ０ ９７ ０ ９５ ６ ９６ ０ ９２ ９ ９６ １ ９９ ７ － ５ ４

西班牙 ９９ ５ ８６ ２ ８５ ０ ８５ ３ ８８ ８ ９０ １ ９５ ６ － ３ ９

奥地利 １０９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２ ２ １１４ ２ １１６ ５ １２３ ３ １３ ４

波兰 １１８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５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９ １ １４９ ０ １６５ ８ ４０ ２

捷克 １０６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９ ８ １１７ ０ １２０ ６ １２６ ７ ２０ １

匈牙利 １１４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２１ １ １２５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５ １ ２７ ８

注:∗无斯洛伐克数据ꎮ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ＳＴＳ＿ＩＮＰＲ＿Ａ＿ｃｕｓｔｏｍ＿１５５０７１８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三)中欧四国交通部门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水平不断上升

在交通部门耗能大户的客运交通领域ꎬ中欧四国能源强度的增幅较大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期间ꎬ增幅从 ２０ ６％ ~ ５７ １％ 不等ꎮ 而同期德国、法国、意大

利和奥地利能源强度增幅均持续下降ꎬ其中意大利下降 ２３ ３％ ꎮ 仅西班牙有

小幅增长ꎬ但也仅为 １５ ３％ ꎬ低于中欧四国的水平①ꎮ 另外ꎬ近五年来ꎬ波兰、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能源消费水平分别上涨 ３４ ４％ 、１９ ６％和 ２８ ７％ ②ꎮ 这

一现象也主要归因于客运交通载客量的不断增加ꎮ 新冠肺炎疫情前ꎬ中欧

四国客运交通的载客量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斯洛伐克境

内客运交通载客量增长 ７０％ ꎬ波兰增长 ３５ ６％ ꎬ这一水平明显高于老成员

国ꎮ 法德两国客运交通载客量增长率在 １５％ 左右ꎬ而南欧国家更是低

于 １０％ ③ꎮ

—１５—

①

②

③

ＩＥＡꎬ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ＥＡꎬ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ｅｃｔｏ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 － ｂｒｏｗｓ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ＷＯＲＬＤ＆ｆｕｅｌ ＝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ＣＯ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ＲＡＩＬ＿ＰＡ＿ＴＹＰＥＰＡ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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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欧四国相关产业就业群体的转型前景尚不明朗

早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卡托维茨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ꎬ作为轮值

主席国的波兰便牵头同与会各方联合发布«团结与公平转型西里西亚声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ｌｅｓｉ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ꎮ 该声明在肯定了绿色减排

和可再生能源重要性的同时ꎬ也提出了保护就业等社会目标①ꎮ 从目前来看ꎬ
波兰相关就业人群转型的压力最大ꎬ但其前景似乎比较乐观ꎮ 波兰在发布的 ２０４０
年能源政策中明确指出ꎬ与可再生能源、核电、电动汽车、建筑和热力现代化等相

关的新产业将会创造 ３０ 万个就业岗位ꎬ是目前硬煤和褐煤开采行业就业人数的 ３
倍多ꎮ 与海上风能开发相关的产业还可创造 ６ 万多个就业岗位ꎮ 波兰也将投入

约为 １３０ 亿欧元的财政支持(包括欧盟基金 ３５ 亿欧元)以促进采矿业改革ꎮ
不过ꎬ就业人群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比较ꎮ 欧洲投资银行谨慎认

为ꎬ虽然很多研究报告积极地评价绿色经济转型对就业的影响ꎬ但部分失业

人群依旧需要精准性强的扶持政策以培训新的就业技能ꎮ 欧洲投资银行特

别指出ꎬ如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种煤炭产业发达的国家应避免

出现技术性失业ꎬ即失业人群被排除在绿色经济转型进程之外的现象ꎬ否则

将会进一步分化欧盟劳动力市场②ꎮ 波兰著名智库东方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也认为ꎬ虽然捷克和波兰等国的煤炭重镇从煤矿开采、发电

等行业获利颇丰ꎬ但在其他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ꎮ 例如ꎬ捷克拉

贝河畔乌斯季(Úｓｔí ｎａｄ Ｌａｂｅｍ)和卡罗维瓦利(Ｋａｒｌｏｖｙ Ｖａｒｙ)两个地区受债

务执行程序约束的人口③比例远高于捷克平均水平ꎬ其受高等教育的占比

过低ꎮ 如果未来基于知识的绿色经济工业取代了基于煤炭的粗放型工业ꎬ
再加上两个地区较低的劳动力流动程度ꎬ那么将会出现较高甚至最高的失

业率④ꎮ

—２５—

①

②

③

④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ｌｅｓｉ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ｐ２４ ｇｏｖ ｐｌ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ｓｅｒ＿ｕｐｌｏａｄ /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Ｊｕｓ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ｌｅｓｉ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２＿ ｐｄｆ

ＥＩＢꎬ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ＥＳＥ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ｍａｒｔꎬ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ＥＩＢ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２１ / ０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ｂ ｏｒｇ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ｅｆ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２１＿０１＿ｅｎ ｐｄｆ

受债务执行程序(ｄｅｂ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约束的人口指那些还不起债务而

被法院等机构强制拍卖或被没收资产的人ꎮ
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 ＤęｂｉｅｃꎻＭｉｃｈａł ＫęｄｚｉｅｒｓｋｉꎬＬｉｇｎ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ＯＳＷ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Ｎｏ ３８６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ｓｗ ｗａｗ ｐｌ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ｃｊｅ /
ｏｓｗ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３１ / ｌｉｇｎｉｔｅ － ｃｚｅｃｈ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ａｎｄ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
ａｎｄ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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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９ 年中欧四国三大主要高耗能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及占比 (单位:万人)

国别 采矿与采石
基本金属

和金属制品生产
电力、燃气、蒸气

和空调供应
总就业人数 占比(％ )

波兰 １３ ５ ４２ ５ １２ ５ １ ６４６ １ ４ ２

匈牙利 ０ ４ ９ ４ ２ ４ ４６４ ５ ２ ６

捷克 ２ ３ ４ ３ ３ ５ ５３７ ５ １ ９

斯洛伐克 ０ ３ ６ ０ １ ６ ２５８ ４ ３ 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欧四国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统计年鉴及欧盟统计局数据计算ꎮ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ＮＡＭＡ＿
１０＿ＰＥ＿ｃｕｓｔｏｍ＿１５６８５３７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五)对俄地缘政治因素降低了利用天然气减排的可持续性

当前俄罗斯是欧盟能源进口的最主要来源地ꎮ ２０１９ 年自俄进口的硬煤、
原油、天然气和液化气占欧盟相应产品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 ４３ ５％ 、２６ ８％
和 ３４ ３％ ꎮ 特别是在天然气和液化气领域ꎬ欧盟对俄的依赖度逐渐加大ꎬ进
口量在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期间增长 ２７ ９％ ꎬ而第二大进口国挪威的占比却小幅

下降①ꎮ 虽然欧盟近年来增加了自卡塔尔、北非和美国的进口ꎬ但进口量较小ꎮ
中欧四国的天然气和液化气情况同样如此ꎮ 对此ꎬ中欧四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

应对措施ꎮ 素来坚决反俄的波兰政府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宣布将不会与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延长现有合同ꎬ并计划在 ２０２３ 年进口更多挪威天然气ꎮ 波兰

也坚决反对“北溪 －２ 号”项目ꎬ认为这将加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市

场主导地位ꎬ甚至呼吁欧委会对该公司的潜在垄断地位展开调查②ꎮ 斯洛伐克

则出于留住过境费的目的也反对“北溪 － ２ 号”项目ꎮ
而匈牙利和捷克的反俄立场却并不坚定ꎮ 虽然捷克近年来先后禁止俄

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参与竞标核电站项目并驱逐 １８ 名俄罗斯外交官ꎬ但在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问题上ꎬ捷克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曾明确表示这永远

不可能实现ꎬ甚至对未能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天然气供应合同表示遗憾③ꎮ 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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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则选择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ꎮ 匈外长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宣

布ꎬ匈牙利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为期 １５ 年的合同以保障匈

能源安全ꎮ 同时ꎬ匈牙利大力推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建设以保障“土耳其溪”
管道的畅通ꎮ 总之ꎬ虽然各国致力于能源进口多元化ꎬ但当前自俄进口依旧

是最重要的能源来源ꎮ 近期能源价格的飞涨也印证了这一点ꎬ即面对旺盛的

需求ꎬ挪威的能源供给能力不足而俄罗斯并未及时增加供给ꎬ最终导致欧洲

能源价格一路飙升ꎮ 俄罗斯能源的重要性在此次价格波动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ꎮ

表 ７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自俄进口占中欧四国天然气和液化气总进口的比重(％)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波兰 ８９ ５ ８５ ５ ７９ ８ ７７ １ ７５ ７

捷克 ８７ ６ ９７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９０ ４

匈牙利 ９４ １ ９９ ２ ９８ ０ ９５ ０ ９５ ０

斯洛伐克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波兰 ７２ ５ ７４ ３ ６５ ６ ６１ ６ ５４ ３

捷克 ９９ ８ １００ ０ ９９ ２ ９９ ５ ９９ ７

匈牙利 ９５ ０ ９５ ０ ９５ ０ ９５ ０ ９５ ０

斯洛伐克 １００ ０ ９８ ８ ８４ ６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ｂ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ＮＲＧ＿ＴＩ＿ＧＡＳ＿ｃｕｓｔｏｍ＿１５１１９３９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六)中欧四国公共部门投入不足限制了政府对绿色转型的支持能力

在产业结构难以大规模调整且不可能强行压制需求的情况下ꎬ提高各部

门能源利用效率成为最佳选择ꎮ 然而中欧四国公共部门对能源研发的投入

水平和发展趋势却与老成员国相反ꎮ 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能源研发的公

共投入普遍在 ２０１１ 年左右到达峰值ꎬ此后总体呈下滑趋势ꎮ 其中ꎬ匈牙利的

变化趋势最为激烈ꎬ其单位 ＧＤＰ 的投入甚至一度超过法国ꎬ但随后却断崖式

下跌ꎮ 仅捷克的投入水平一直处于上升态势ꎮ 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投入

较为平稳ꎬ奥地利则出现明显上升ꎮ
(七)中欧四国绿党难以从政治层面推动绿色经济转型

中欧四国绿党的发展经历了两波高潮:第一波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各类支持环保的组织先后涌现ꎬ甚至在转轨后参加议会选举ꎻ第二波则集中

—４５—



中东欧新成员国绿色经济转型的优势、挑战与前景

于四国“入盟”之后①ꎮ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的匈牙利绿党( ＬＭＰ － 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áｇ
Ｚöｌｄ Ｐáｒｔｊａ)是四国中最具参政议政经验的政党ꎬ不仅在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议会大选中均成功获得席位ꎬ还在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大选中获得一个

席位ꎬ但其席位数量却持续走低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６ 个一路下滑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８
个ꎮ 波兰绿党(Ｐａｒｔｉａ Ｚｉｅｌｏｎｉ)虽然成立较早(２００３ 年)ꎬ但直到 ２０１９ 年的议

会大选中才获得席位ꎮ 波兰绿党议员乌尔苏拉  热琳斯卡 ( Ｕｒｓｚｕｌａ
Ｚｉｅｌｉńｓｋａ)在 ２０２１ 年受访时表示ꎬ应极力避免波兰绿党仅仅昙花一现②ꎮ 捷

克绿党(Ｓｔｒａｎａ ｚｅｌｅｎｙｃｈ)仅在 ２００６ 年以执政联盟成员的形式进入众议院ꎬ而
斯洛伐克的绿党自 １９９８ 年之后再未能进入议会ꎮ 可见ꎬ绿党在中欧四国政

党政治中的地位十分羸弱ꎬ且尚未显现走强的趋势ꎮ

图 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０年欧盟部分老成员国与中欧四国每单位ＧＤＰ的能源研发投入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ＩＥＡꎬＲＤ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ｅｒ ＧＤ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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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欧盟基金与中欧四国的绿色经济转型

欧盟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和下一代基金总额的 ３０％将用于绿色

—５５—

①

②

Ａ Ａｇｎｉｅｓｚｋａ Ｋｗｉａｔｋｏｗｓｋａ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Ｖｏ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ꎬ ２０１９ꎬ
Ｖｏｌ １３ꎬｐｐ ２７３ － ２９４

Ｕｒｓｚｕｌａ Ｚｉｅｌｉńｓｋａꎬ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Ｕｐｈｉｌ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Ｇｒｅｅｎ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ｒｅ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ｕ / ｔｈｅ － ｍｏｓｔ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 ｔｅｒｍ － ｓｉｎｃｅ －
１９８９ － ｕｐｈｉｌｌ －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ｐｏｌｉｓｈ － ｇｒｅｅｎｓ /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经济转型ꎬ这一比重是所有优先领域中最高的ꎮ 其中复苏与韧性工具是最大的

“蛋糕”ꎬ包括 ３ ８５８ 亿欧元的贷款和 ３ ３８０ 亿欧元的赠款ꎬ目的是减轻疫情对经

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促使欧洲经济和社会变得更具可持续性和韧性以及更好

地服务于绿色和数字转型ꎮ 两大欧盟基金将为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

国的绿色经济转型提供新动力ꎬ并尽可能降低四国绿色经济转型的成本ꎮ
(一)欧盟基金为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环境

据统计ꎬ中欧四国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期间自欧盟接收的净资金规模达

２ ３９０亿欧元ꎬ而对欧盟预算的贡献仅为 ９２０ ４ 亿欧元ꎮ 正是这些净收入使中

欧四国的投资率多年来一直远超老成员国ꎬ进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①ꎮ 如

今ꎬ新一轮欧盟基金同样将不同程度地直接带动四国的 ＧＤＰ 增长ꎮ 据奥地

利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ꎬ结合资金使用效率、资金溢出效益等因素ꎬ欧盟基

金对斯洛伐克的 ＧＤＰ 贡献最大ꎬ为 ４ ２％ ꎬ其次是匈牙利和波兰ꎬ为 ３ ７％ ꎬ捷
克为 ２％ ꎮ 此外ꎬ欧盟基金也将刺激西欧国家的需求ꎬ进而对中欧四国的经济

产生难以估算的间接影响②ꎮ 当前ꎬ在资金规模最大的复苏与韧性工具中ꎬ波兰

最多可从中获得全部赠款总额的 ７％ꎬ约为 ２３９ 亿欧元ꎬ其他三国则普遍在 ２％左

右③ꎮ 有研究评估了这一工具对四国ＧＤＰ 增长率的影响ꎬ认为斯洛伐克再次收益

最多ꎮ 该工具将直接贡献斯洛伐克 ２％的 ＧＤＰ 增长率ꎬ对波兰 ＧＤＰ 增长率贡献

为 １ ８％ꎬ匈牙利和捷克的这一数字分别为 １ ５％和 １ ２％④ꎮ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的评估较为保守ꎬ认为会直接贡献波兰 ２０２２ 年 ＧＤＰ 增长率的 ０ ４％⑤ꎮ
但要获得欧盟基金并非易事ꎮ 欧盟委员会规定ꎬ成员国需结合自身国情

以及“欧洲学期”的建议制定至 ２０２６ 年的改革计划ꎬ且用于绿色经济转型的

资金规模不得低于资金总规模的 ３７％ ꎮ 成员国的改革计划须先后经过欧盟

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批准ꎮ 欧盟理事会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将支付 １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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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ｒｄ － ｓｅｅｓ －５２ － ｐｅｒ － ｃｅｎｔ － ｇｒｏｗｔｈ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ｎｄ － ｅａｓｔｅｒｎ －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ｎ －２０２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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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资金ꎬ然后根据执行情况酌情支付剩余款项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
只有捷克和斯洛伐克获得批准并收到预付资金ꎮ 波兰和匈牙利早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便已提交改革计划ꎬ但至今仍未收到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批准ꎬ
这已超过欧盟原定的三个月审批时限ꎮ 但欧盟委员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此

明确指出ꎬ作为批准波兰复苏计划的前提条件ꎬ波兰必须解散被欧盟法院裁

定为非法的纪律审查机构ꎮ 波兰回应称愿意解散该机构ꎮ 这一回应被欧盟

委员会评估为“并未付诸实践”①ꎮ 欧盟委员会也明确要求匈牙利必须先加

强反腐工作ꎬ如改进检察工作、增加获得公共信息的机会、加强司法独立

等②ꎮ 同时ꎬ欧洲议会施压欧盟委员会ꎬ要求其保障分配给波匈的基金能够

得到妥善使用③ꎮ 为此ꎬ匈牙利宣布将对外发行 ４０ 亿欧元的债券以初步满足

融资需求④ꎮ

表 ８ 中欧四国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和欧盟

下一代基金中的资金分配计划(以当期价格计算) (单位:亿欧元)

国别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 欧盟下一代基金

凝聚
政策

农业
担保
基金

农村
发展
农业
基金

复苏
与韧性
工具

(增款部分)

公平
转型
基金

凝聚与
区域复
苏援助

农村
发展
农业
基金

总额

波兰 ７５ ０ ２１ ７ ９ ５ ２３９ ０ ３ ９ １ ７ ０ ９ ３５１ ７

捷克 ２１ ８ ６ ０ １ ９ ７１ ０ １ ６ ０ ８ ０ ２ １０３ ３

匈牙利 ２２ ５ ８ ９ ３ １ ７２ ０ ０ ３ ０ ９ ０ ３ １０８ ０

斯洛伐克 １２ ９ ２ ８ １ ９ ６３ ０ ０ ５ ０ ６ ０ ２ ８１ ９
资料来源:ＥＵꎬＴｈｅ ＥＵ'ｓ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Ｂｕｄｇｅｔ ＆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Ｕꎬｈｔｔｐｓ: / /

ｏｐ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ｄ３ｅ７７６３７ － ａ９６３ － １１ｅｂ － ９５８５ － ０１ａａ
７５ｅｄ７１ａ１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ｎ

—７５—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Ｊｕｄｇ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ｋ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ｌ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２１＿４５８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Ｔｕｒｎｓ ｄｏｗ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ｌ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ｔｕｒｎｓ － ｄｏｗｎ － ｈｕｎｇａｒｙｓ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ｐｌａ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ｓｈ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ｌａｎ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Ｐｓ Ｓｅｅｋ
Ｃｌａｒｉｔ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ｅｗｓ / ｍｔ / ａｇｅｎｄａ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２０２１ －１０ －０４ / ７ /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
ａｎｄ － ｐｏｌｉｓｈ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ｐｌａｎｓ － ｎｏｔ －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 ｍｅｐｓ － ｓｅｅｋ －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ＵＰＤＡＴＥ ２ －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Ｒａｉｓｅｓ ＥＵＲ ４ ４ ｂｌｎ ｉｎ ＦＸ Ｄｅｂｔ ａｓ ＥＵ Ｒｏｗ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ｕｎｄｉｎｇ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ｕｎｇａｒｙ － ｄｅｂｔ － ｉｄＵＳＬ１Ｎ２ＱＨ０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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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欧四国复苏与韧性计划的绿色经济转型部分以促增量为目标

复苏与韧性工具规定的七大旗舰领域中ꎬ有三项直接与绿色经济相关ꎬ
即清洁技术与可再生能源(Ｐｏｗｅｒ Ｕｐ)、建筑物的能源效率(Ｒｅｎｏｖａｔｅ)以及可

持续的交通与充电站(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ｅｌ)ꎮ 在此框架内ꎬ中欧四国均将改

革和投资的重点放在了培育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方面ꎬ如建筑物能源解决方

案、可再生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电气化等ꎬ而未提及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

改革事宜ꎮ 根据欧洲著名智库布鲁盖尔(Ｂｒｕｅｇｅｌ)的测算ꎬ如果按照欧盟产业

分类体系对四国投资计划进行分类ꎬ那么高耗能、高排放的采矿采石、基本金

属生产和金属制品部门乃至整个制造业部门均不属于四国计划中的投资目

标ꎮ 例如ꎬ捷克政府虽然结合了绿色经济转型与基础设施建设ꎬ提出以交通

部门为主要改革对象的绿色经济转型措施ꎬ但针对煤炭问题却仅表示要用其

他能源逐步取代火电站ꎮ 波兰虽然提出要大力发展氢能源ꎬ但其投资规模却

远不及其他领域ꎮ 对此ꎬ有批评声音认为ꎬ四国的改革计划普遍缺乏具体的

措施且没有制定重点行业的深度改革计划①ꎮ

表 ９ 中欧四国复苏与韧性计划中各产业的投资占比情况(％)

国别 农林渔业

电力、
燃气、
蒸汽和
空调
供应

供水、
排水、废物
处理和
再利用

建筑业 交通运输
和仓储 信息通信 房地产

波兰 ３ ５ ３４ ６ ２ ４ ０ ０ ２０ ３ ３ ９ ３ ３
捷克 ４ ７ ９ ０ ６ ６ １ ９ １５ ３ ３ ９ ０ １

匈牙利 ０ ０ １０ ９ ５ ９ ２ ６ ２３ ９ １ ２ ０ ０
斯洛伐克 ０ ０ ９ １ ２ ４ １１ ３ １２ ２ ７ ４ ０ ０

国别
专业、
科学和

技术活动

行政和
支持服
务活动

公共行
政和国
防、强制
性社会
保障

教育

国民医
疗和社
会工作
活动

艺术、
娱乐和
休闲

未分类

波兰 １ ５ ８ ９ １ ２ ５ ６ １２ ６ ０ ３ １ ７
捷克 ５ ２ １０ ３ ４ ８ １８ ５ ７ ９ ３ ０ ８ ８

匈牙利 ２ ５ ０ ０ １ ０ １７ ９ ３４ １ ０ ０ ０ ０
斯洛伐克 １１ ３ ０ ０ ９ ４ １３ ４ ２３ ３ ０ ０ ０ ２

资料来源:Ｂｒｕｅｇｅｌ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ｕｅｇｅｌ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ｕｎｉｏ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ａｎｄ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ｐｌａｎｓ /

—８５—

① Ｂａｎｋｗａｔｃｈꎬ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ꎻＣｚｅｃｈ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ｎｋｗ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ｔａｇ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ａｎｄ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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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苏与韧性计划为中欧四国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政政策空间

此前中欧国家普遍采取的高通胀、高增长模式已经提前透支了货币政策的空

间ꎮ 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一度在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５ ４％的增长水平ꎬ列欧盟第一位ꎬ但
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也相对较高ꎮ ２０２０ 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通胀率在欧盟内

居前三位ꎬ分别为 ３ ７％、３ ４％和 ３ ３％ꎮ 这种高通胀模式主要带动了出口ꎬ对投

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年ꎬ中欧四国出口增长率普遍在 ２０％ ~
４０％之间ꎮ 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ꎬ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相继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

政策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匈央行结束了近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ꎬ首次将政策利率

从 ０ ６％上调至 ０ ９％以遏制本国通胀ꎮ 这也是第一个采取紧缩政策的欧盟成员

国ꎮ 匈央行副行长表示ꎬ只要物价增长的程度合理ꎬ央行计划每月加息ꎬ在 ２０２２
年中期实现 ３％的通胀目标①ꎮ 捷克央行也紧随其后ꎬ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果断提高了政策

利率ꎬ并宣布通胀压力会在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逐步释放ꎬ争取达到 ２０２２ 年 ２％的通胀目

标②ꎮ 波兰则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提高了政策利率ꎬ属于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首次上调ꎮ
在本国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ꎬ复苏与韧性工具将会提供新的财政

政策空间ꎬ加强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投资能力ꎮ 波兰在其清洁能源与新住房

部分明确提到ꎬ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６ 年期间政府将出资参与建设约 ７ １７ 万个住房单

位ꎬ项目投资总额达 ４７ 亿欧元ꎮ 斯洛伐克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教育、医疗与公

共行政系统增效ꎬ匈牙利则更为关注人口、高等教育、医疗等方面ꎮ 而布鲁盖尔

的研究认为ꎬ赠款规模占该国 ＧＤＰ 比重越低的国家(如德国、卢森堡和丹麦)ꎬ
越倾向于将赠款集中于绿色和数字领域ꎬ而这一比重越高的国家ꎬ越倾向于将

投资分散到更广泛的民生领域ꎬ中欧四国则属于后者ꎮ 如果按照该工具的七大

旗舰领域来划分资金规模ꎬ四国分配给绿色经济三个领域的占比约在 ３０％ ~
６０％不等ꎬ其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占比最低ꎬ刚刚达到欧盟的最低要求③ꎮ

—９５—

①

②

③

Ｇｅｒｇｅｌｙ ＳｚａｋａｃｓꎬＨｕｎｇａｒ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Ｌｅａｄｓ ＥＵ Ｐａｃｋ ｗｉｔｈ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ｓｔ － ＣＯＶＩＤ Ｒａｔｅ
Ｈｉｋ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ｈｕｎｇａｒｙ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ｂａｎｋ － ｌｅａｄｓ － ｅｕ － ｐａｃｋ －
ｗｉｔｈ － ｆｉｒｓｔ － ｐｏｓｔ － ｃｏｖｉｄ － ｒａｔｅ － ｈｉｋｅ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２ /

ＣＮＢꎬ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ＮＢ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Ｂａｎ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ｂ ｃｚ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 / ｍｅｄｉａ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ｔｈｅ － ｃｎｂ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ｏｎ － ｔｈ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 － ｏｎ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ｇｄｐ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ｅｓ － ｉｎ －
ａｂｏｖｅ － ｔｈｅ － ＣＮＢ －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 ａｎｄ － ａｂｏｖｅ － ｔｈｅ － ｕｐｐｅｒ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ｏｆ － ｔｈｅ －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
ｂａｎｄ － ｉｎ － Ｊｕｌｙ － ２０２１ /

中欧四国的改革计划中还有其他投资项目与绿色经济转型相关ꎮ 但由于此类项

目属于其他改革目标(如社会包容等)ꎬ难以分离出仅属于绿色经济的投资部分ꎬ所以表

１０ 中的比重被小幅低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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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中欧四国复苏与韧性计划中用于绿色经济转型的投资占比情况(％)

国别
用于清洁技术
与可再生能源
的投资占比

用于建筑物的
能源效率的投
资占比

用于可持续的
交通与充电站
的投资占比

直接用于绿色
经济转型的投
资总占比

波兰 ３７ ５ ０ ０ ２０ ３ ５７ ８

捷克 ３１ ６ １２ ５ ２ １ ４６ ２

匈牙利 １０ ９ ２ ６ ２５ １ ３８ ７

斯洛伐克 １２ ０ １１ ８ １２ ７ ３６ 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９ꎮ

结　 论

总体而言ꎬ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欧盟新成员国的绿色经济转

型前景可期ꎮ 中欧四国自转轨后在节能减排、优化能源供给结构等方面已具

备一定积累ꎬ有助于继续推进绿色经济转型ꎮ 具体优势体现为:四国已摆脱

了转轨前能源密集型的粗放增长模式ꎬ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减排成绩ꎻ能源供

给结构得到优化ꎬ天然气、核能以及水电、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有所提高ꎻ家庭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降低ꎻ与绿色经济转型相关的法

律制度逐步完善ꎮ
但这些国家也面临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各类挑战ꎬ如煤炭依旧

是波兰、捷克等国重要的能源来源ꎬ而核能、天然气等比重相对较低ꎻ波兰和

匈牙利两国的基本金属生产和金属制品部门增长态势明显ꎬ难以单纯为减排

而牺牲产值ꎻ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客运需求不断上升ꎬ导致该部门的能

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水平居高不下ꎻ高耗能的就业群体规模较大ꎻ通过天然气

实现进一步减排的方式不可持续ꎻ四国公共部门对能源部门的研发投入严重

不足ꎻ绿党在政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羸弱ꎮ
不过ꎬ欧盟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和下一代基金将为中欧国家

的绿色经济转型提供动力ꎬ尽可能降低绿色经济转型的成本ꎮ 一方面ꎬ欧盟

基金将一如既往地拉动中欧国家的经济增长ꎬ为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环

境ꎮ 另一方面ꎬ中欧四国复苏与韧性计划的绿色经济转型部分普遍以促增量

为目标而非改存量ꎬ尽可能减少存量改革的阻力ꎮ 另外ꎬ复苏与韧性工具为

四国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政政策空间ꎬ以便兼顾绿色经济转型和民生保障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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