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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升级迫使欧盟重新思考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

赖问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提出“能源独立计划”(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ꎬ对能源战略

进行快速调整ꎬ内容聚焦于增加气体能源进口多样性、加快绿色能源转型和

提高能源效率ꎮ 欧盟成员国正在积极增加非俄能源进口、扩大可再生能源规

模ꎬ并急推节能措施ꎬ以应对 ２０２３ 年冬季的能源供应问题ꎬ同时采取价格监

管、政府援助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减轻能源价格上涨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ꎮ
从短期和中期来看ꎬ欧盟寻求非俄来源的天然气供应主要面临两个挑战:存

储能力有限和国家间运输基础设施不足ꎮ 因此ꎬ未来几年欧盟仍将继续依赖

俄罗斯天然气ꎮ 从长期来看ꎬ欧盟致力于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依赖的趋势

不会改变ꎬ其能源供应链将会出现较大转变ꎬ这将带动现有国际能源供应格

局的调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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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升级迫使欧盟重新思考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问题ꎮ 欧盟能

源进口中ꎬ４５％的天然气、２５％的石油和 ４５％的煤炭来自俄罗斯ꎮ 乌克兰危

机之前ꎬ欧盟已经面临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ꎬ而危机带来供给的不确定性则

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价格上涨的趋势ꎮ 近几个月ꎬ欧盟成员国积极与美国、卡
塔尔、埃及和加拿大等天然气出口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或扩大贸易规模ꎬ但由

于存储能力有限和国家间运输基础设施不足ꎬ欧盟增加非俄天然气进口面临

巨大的挑战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ꎬ欧盟提出“能源独立计划”ꎬ目标是在 ２０３０ 年

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将是欧盟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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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分水岭ꎬ该计划的提出不仅关系到欧盟当前的能源安全ꎬ也关系到其

气候目标的实现及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转变ꎮ

一　 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贸易上的相互依赖

(一)俄罗斯能源在欧盟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俄罗斯是全球最主要的化石能源出口国ꎬ也是欧盟最重要的化石能源贸

易伙伴ꎮ 当前ꎬ欧洲的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比超过 ７０％ ꎬ其中石油和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分别为 ３３ ７９％和 ２５ ２５％ (见图 １)ꎮ 根据 ２０２１
年«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ꎬ２０２０ 年欧洲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净进口

占消费的比重分别高达 ３９％ 、７７％和 ５９％ ꎬ而这些进口大部分来自俄罗斯ꎮ

图 １ 欧洲的一次能源结构(％)

资料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１:Ａ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Ｊｕｌｙ ８ꎬ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ｎｅｗｓ － ａｎｄ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ｂ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 － ａ －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 ｉｍｐａｃｔ － ｏｎ －
ｅｎｅｒｇ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ｈｔｍｌ

俄罗斯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ꎮ 由

于过去 ２０ 年大幅削减高污染煤炭的生产ꎬ欧盟对自俄罗斯进口煤炭的依赖

显著增长ꎮ 俄罗斯在欧盟煤炭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 １９９０ 年的不到 １０％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一半以上ꎮ 德国、波兰、意大利和荷兰是对俄罗斯煤炭依赖较高的

欧盟国家ꎬ俄罗斯煤炭占这些国家煤炭进口总量的 ６５％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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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约 １ / ４ 的成品油进口和约 １ / ３ 的原油进口来源于俄罗斯ꎮ 俄罗斯

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ꎬ仅次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ꎮ 俄罗斯原油出口总量

中大约一半的目的地是欧洲ꎮ ２０２０ 年ꎬ荷兰和德国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数量最

多ꎬ分别为每天 ５５ 万桶和 ５３ 万桶ꎻ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石油进口中俄罗斯石

油占比最高ꎬ分别为 ９６％和 ５８％ ꎮ
欧洲约 ４５％的天然气进口来源于俄罗斯ꎬ占其天然气消费总量的比重近

４０％ꎮ 欧洲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 １ ５５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中ꎬ超过 ９０％以管道气

的形式交付ꎬ仅有不到 １０％以液化气的形式交付ꎮ 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由多重因素决定:一是英国和荷兰控制的北海油田枯竭ꎬ导致天然气进口需求

增加ꎻ二是欧盟关闭煤电厂和核电厂的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其对天然气这种相对

清洁能源的需求ꎻ三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对欧洲无论是总量还是价格都极具吸引

力ꎮ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量ꎬ且与欧盟国家地理位置临近ꎮ 俄

罗斯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向波兰出口天然气ꎬ并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陆续铺

设天然气管道ꎮ 俄罗斯通过管道运输将天然气源源不断地送往欧洲市场ꎮ
其中德国对俄罗斯管道气的进口量最大ꎮ ２０２０ 年ꎬ德国从俄罗斯进口了 ５６３
亿立方米管道天然气ꎬ占其全年天然气总消费量的 ６５％ (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对欧盟管道天然气出口情况 (单位: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二)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主要来自欧盟

俄罗斯出口能源大部分运往欧洲ꎮ 根据 ２０２１ 年«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

鉴»的数据ꎬ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煤炭累计出口量为 ２ ２６ 亿吨ꎬ其中出口欧洲的数

量为７ ８００万吨ꎬ占比 ３４％ ꎻ原油累计出口量为 ２ ６ 亿吨ꎬ其中出口欧洲的数

量为 １ ３８ 亿吨ꎬ占比 ５３％ ꎻ成品油累计出口量为 １ ０６ 亿吨ꎬ其中出口欧洲的

数量为 ０ ５８ 亿吨ꎬ占比 ５５％ ꎻ管道天然气累计出口量为 １ ９７７ 亿立方米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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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口欧洲的数量为 １ ６７７ 亿立方米ꎬ占比 ８５％ ꎻ液化天然气累计出口量为

４０４ 亿立方米ꎬ其中出口欧洲的数量为 １７２ 亿立方米ꎬ占比 ４３％ (见图 ３)ꎮ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化石能源出口欧洲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三)天然气是俄罗斯与欧盟能源贸易的关键点

以上数据表明ꎬ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能源贸易对于双方而言都至关重

要ꎮ 相比煤炭和石油ꎬ天然气在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贸易中占据着更为重要

的地位ꎮ
１ 欧盟停止购买天然气对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影响最大

一方面ꎬ俄罗斯从俄欧能源贸易中获得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石油和天然

气ꎮ 根据布鲁盖尔(Ｂｒｕｅｇｅｌ)智库分析师的计算ꎬ欧盟每天向俄罗斯购买约

４ ５ 亿美元石油和 ４ 亿美元天然气ꎬ而为俄罗斯煤炭支付的金额则少得多ꎬ仅
为 ２ ２００ 万美元①ꎮ 另一方面ꎬ天然气运输的特殊性导致俄罗斯难以快速转

移出口市场ꎮ 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中约 ７０％ 通过管道出口至欧洲ꎮ 由于俄

罗斯天然气液化产能以及船运能力有限ꎬ若欧盟停止购买俄罗斯天然气ꎬ则
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收入ꎬ而煤炭和石油则相对

能够更快找到新的市场ꎮ 因此ꎬ若欧盟对俄能源制裁升级到天然气领域ꎬ可
能会更大幅度地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ꎮ

２ 俄罗斯天然气断供对欧盟能源安全的威胁最大

欧盟进口的俄罗斯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总消费量的 ３６％ꎮ 一方面受限于欧

—８７—

① «焦点:欧盟祭出全面新制裁　 俄罗斯进口品总额至少将大减 １０％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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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对液化天然气的接收能力ꎬ另一方面受限于非俄市场上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供给

能力ꎬ欧盟很难在短时间内补足俄罗斯天然气断供所形成的缺口ꎮ 若俄罗斯对欧

盟实施天然气断供ꎬ则会引起欧盟能源市场的严重短缺ꎮ 同时ꎬ由于俄天然气出

口受运输限制ꎬ断供欧盟也会导致市场上天然气供给总量减少ꎬ这将引发全球液

化天然气现货价格飙升ꎬ届时欧盟将面临买不到和买不起的双重压力ꎮ

二　 乌克兰危机对欧盟能源安全的影响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ꎬ在其影响下ꎬ欧盟能源安全面临前所未有

的冲击:一方面危机带来的供给不确定性将进一步推高欧洲能源价格ꎬ引发

通胀加剧ꎻ另一方面ꎬ俄罗斯或对欧盟实施能源断供ꎬ导致欧盟面临严重的能

源危机ꎮ
(一)乌克兰危机对欧盟能源价格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对欧盟最直接的经济影响是能源价格迅速上涨ꎮ 自 ２０２１ 年

以来ꎬ欧洲能源价格已经出现飙升趋势ꎮ 受全球经济复苏以及欧洲高温、寒
冷天气延长等因素的影响ꎬ欧盟天然气进口成本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期间上涨一倍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ꎬ欧盟能源供应面临的不确

定性加剧ꎬ使得欧洲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ꎮ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ꎬ欧洲天然气价

格比 ２０２１ 年增长了 ５ 倍ꎮ 天然气价格处于高位的情形可能至少延续到 ２０２５
年ꎮ 在这期间ꎬ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将维持在 ２０２１ 年水平的 ２ ~ ３ 倍②ꎮ 能

源价格上涨导致工业生产成本上升(危机爆发以来ꎬ欧盟能源密集型产业的

生产成本上升了近 ５０％ )ꎬ并将带动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ꎮ 能源、运输和

粮食价格上涨相结合将加剧低收入家庭的压力ꎬ增加贫困风险ꎬ对欧盟经济

和社会的稳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ꎮ
能源价格上涨和经济前景恶化加剧了欧盟经济的滞胀风险ꎮ 根据欧盟统

计局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欧盟调整后的 ＧＤＰ 仅比 ２０２１ 年第四季度增长

０ ４％ꎮ 其中ꎬ意大利经济出现萎缩ꎬ法国经济增长停滞ꎻ尽管德国在 ２０２２ 年第

一季度的表现略好ꎬ但预计未来几个月ꎬ德国经济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将逐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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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显现ꎬ这意味着欧盟的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缓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ꎬ欧盟委员会在 ５ 月下调了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ꎬ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ꎻ对
２０２２ 年和２０２３ 年ＧＤＰ 增长率预测值分别为２ ７％和２ ３％ꎬ明显低于危机之前

的预测值①ꎻ对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的通胀率预测分别为 ６ １％和 ２ ７％ꎬ而之前的

预测分别为 ３ ５％和 １ ７％ꎮ
(二)乌克兰危机对欧盟能源供给安全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美国、英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了贸易、金融和科

技等多个领域的制裁行动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暴跌

２９ ３７％ꎬ创下 １１９ 卢布兑换 １ 美元的历史低点ꎮ 作为对制裁的反制ꎬ同时也为

了支撑主权货币ꎬ俄罗斯发布了一项法令ꎬ规定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开始以卢布结算

俄罗斯天然气ꎬ并将对拒绝执行的不友好国家②实施天然气断供ꎮ 欧盟对俄罗

斯天然气的依赖度最高ꎬ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将增加其面临的能源供应风险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初ꎬ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ꎬ其中包括禁止俄罗

斯煤炭和其他固体化石燃料进入欧盟市场③ꎬ该制裁将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开始正

式执行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４ 日ꎬ欧盟又提出了对俄第六轮制裁的提案ꎬ包括计划

在 ６ 个月内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ꎬ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前停止购买俄罗斯成品油ꎮ
为了促成该项提案的通过ꎬ欧盟委员会承诺将帮助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

升级炼油厂ꎬ并将他们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时间推迟到 ２０２４ 年④ꎬ以期达

成石油禁运计划ꎮ 但欧盟各国关于对俄罗斯实施石油制裁的内容尚未达成

一致ꎬ其症结在于制裁对成员国造成的打击是不对称的ꎬ一些严重依赖俄罗

斯能源的国家担忧制裁升级的反噬作用ꎮ
俄罗斯发布“卢布结算令”ꎬ拒绝执行的欧盟国家将面临断供风险ꎮ “卢

布结算令”是指俄罗斯宣布的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不友好国家进口俄罗斯

—０８—

①
②

③

④

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２２ 年２ 月预测２０２２ 年和２０２３ 年的ＧＤＰ 增长率分别为４％和２ ８％ꎮ
俄罗斯所指的不友好国家由对其实施制裁的国家组成ꎬ目前包括美国、欧盟成员

国、加拿大、日本、挪威、新加坡、韩国、瑞士、乌克兰和英国ꎮ
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ꎬ制裁的计划内容

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其他固体化石燃料(由于现有合同有停产期ꎬ此制裁将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开始适用)ꎻ禁止所有进入欧盟港口的俄罗斯船只ꎻ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道

路运输运营商进入欧盟ꎻ禁止进口俄罗斯的木材、水泥、海鲜、酒类等商品ꎻ禁止向俄罗斯

出口喷气燃料和其他商品ꎻ禁止在俄存款的范围扩大到加密货币账户ꎮ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Ｇｕａｒａｓｃｉｏ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 ＥｍｍｏｔｔꎬＥＵ Ｔｗｅａｋ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Ｏｉ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 ｉｎ Ｂｉｄ ｔｏ

Ｗｉｎ ｏｖｅｒ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ꎬＭａｙ ７ꎬ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ｅｕ － ｔｗｅａｋ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ｏｉｌ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ｐｌａｎ － ｂｉｄ －ｗｉｎ － ｏｖｅｒ －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ｓ － ｓｏｕｒｃｅ －２０２２ －０５ －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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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必须以卢布结算的法令ꎮ 波兰和保加利亚拒绝以卢布支付购买天然

气的费用ꎮ 作为警示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Ｇａｚｐｒｏｍ)已停止向这两

个国家出口天然气ꎬ并表示除非以卢布付款ꎬ否则将不会恢复对他们的天然

气输送服务ꎮ 欧盟内部有观点认为ꎬ不应屈服于俄罗斯的能源威胁ꎬ因为向

俄罗斯妥协将削弱制裁效果ꎬ威胁欧盟的团结ꎬ同时也帮助俄罗斯获得数十

亿美元的天然气收入来支持其货币和经济ꎮ 但是ꎬ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经历也

意味着ꎬ如果拒绝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对进口能源进行支付ꎬ可能会激怒俄罗

斯ꎬ导致其反制行动扩大ꎬ对更多的欧盟国家实施能源断供ꎮ
欧盟天然气进口商下一批订单付费截止日期(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下旬)临近ꎬ

他们就付款事宜正在积极与俄罗斯出口商协商ꎬ协商的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方

面:一是从此前已签订的贸易合同入手ꎬ若合约中购买价格是以欧元或美元

商定①ꎬ则尝试坚持按照商业合约以欧元或美元支付该笔数量的交易ꎻ二是

加强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Ｇａｚｐｒｏｍ ｂａｎｋ)②的沟通和协商ꎬ寻求绕开规

则限制的支付方式ꎮ 具体操作为:欧盟企业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一个

特殊账户中存入欧元ꎬ接下来天然气工业银行帮助欧盟企业将以欧元计价的

存款转换为以他们名义开设的第二个账户中的卢布ꎬ以便将其支付给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ꎮ 同时ꎬ欧洲企业要求在天然气购买合约中注明ꎬ一旦

他们向天然气工业银行中存入欧元或其他非俄罗斯货币ꎬ该笔购买交易就已

完成ꎬ即订单在货款兑换成卢布之前完成ꎮ 这意味着欧盟企业向俄企业支付

的是欧元ꎬ而不是卢布ꎮ 目前ꎬ欧盟最大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商———德国

“Ｕｎｉｐｅｒ”、奥地利“ＯＭＶ”以及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天然气分销商正在计划通

过在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满足以卢布付款的要求ꎮ

三　 欧盟能源战略调整

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提出了“能源独立计划”ꎮ 该计划的短期

目标是应对欧盟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ꎬ并为保障 ２０２３ 年冬季供应补充

天然气库存ꎬ长期目标是 ２０３０ 年之前摆脱对俄能源依赖ꎬ在能源选择上更加

独立ꎮ 为达到这些目标ꎬ欧盟将采取增加能源供应多样化、加快发展绿色能

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多种政策措施ꎮ

—１８—

①
②

事实上ꎬ这些合约中有 ９７％规定以欧元或美元支付ꎮ
该银行未受到欧盟制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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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为保障能源安全采取的短期措施

１ 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

欧盟将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提出的“应对能源异常情况的措施‘工具箱’”①ꎬ
允许成员国采取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ꎮ 其中提出的应急措施

主要是保护弱势消费者和易受影响的欧洲企业ꎬ具体而言:欧盟成员国可以

帮助低收入人群支付能源账单ꎻ临时减免或降低最易受影响家庭的税率ꎻ在
不扭曲市场竞争的前提下ꎬ基于援助框架有针对性地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采取

支持措施ꎬ以降低价格冲击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ꎮ
２ 寻求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

欧盟准备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之前削减约１ ０００亿立方米自俄天然气进口量ꎮ
“能源独立计划”提出了有助于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前减少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措

施(见表 １)ꎮ 这些措施将帮助欧盟在 ２０２２ 年减少 １ ０５１ 亿立方米的俄罗斯

天然气进口ꎬ其中的最主要的措施之一是增加非俄天然气ꎬ尤其是液化天然

气的进口ꎮ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计划从卡塔尔、美国、埃及和西非等国家和地区新增

５００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进口ꎬ从阿塞拜疆、阿尔及利亚和挪威等国家新增

１００ 亿立方米的管道天然气ꎬ累计可替代近 ４０％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ꎮ

表 １　 　 　 “能源独立计划”中 ２０２２ 年可替代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项目汇总

路径 重点 措施
２０２２ 年年底可替代
俄天然气进口量

(亿立方米)

天然气
进口

多元化

非俄
天然气
进口

液化天然气进口多元化 ５００

管道天然气进口多元化 １００

可再
生气体

到 ２０３０ 年将生物甲烷产量提高到每年
３５０ 亿立方米

３５

电气化

家庭

电力
行业

欧盟范围的节能措施ꎬ如把建筑物取暖用
的恒温器调低 １℃ １４０

１ 年内屋顶太阳能负荷达到 １５０ 亿千瓦时 ２５
在未来 ５ 年内累计安装 １ ０００ 万台热泵 １５

到 ２０３０ 年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翻两
番ꎻ８０ 吉瓦的额外容量用于生产可再生氢

２００

资料来源: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Ｊｏｉ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ꎬ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Ｍａｒｃｈꎬ２０２２

—２８—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Ｒｉ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Ａ Ｔｏｏｌｂｏｘ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ＦＳ＿２１＿５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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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增加天然气储备

欧盟计划在 ２０２２ 年秋季将天然气库存增至总容量的 ８０％ ꎬ保障 ２０２３ 年

欧盟市场的天然气供给ꎮ 根据欧洲天然气总库存(ＡＧＳＩ ＋ )的公开数据ꎬ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欧盟天然气储量占总容量的 ３５％ ꎮ 若俄罗斯天然气供给完全中

断ꎬ欧盟当前的天然气储量可以满足 ２０２２ 年冬季的需求ꎬ但仍需尽快补充天

然气储备以保障 ２０２３ 年的天然气供应ꎮ 为达到这一目标ꎬ欧盟委员会于３ 月

２３ 日提议对«天然气供应安全条例» [(ＥＵ)２０１７ / １９３８]进行修订ꎬ设定欧盟

最低水平的天然气储备标准ꎮ 欧盟委员会将 ２０２２ 年的储气目标定为在１１ 月

１ 日前保证天然气储备达到总容量的 ８０％ ꎬ２０２２ 年之后将该标准增至 ９０％ ꎮ
由于未来几个月需要大量补充天然气库存ꎬ欧盟国家在两项内容上达成了共

识ꎮ 一是欧盟成员国联合购买天然气ꎬ以期提高议价能力ꎬ避免相互竞价抬

高价格ꎮ 除欧盟成员国外ꎬ欧盟也欢迎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及西巴

尔干国家加入“团购”阵营ꎮ 二是储气能力共享和储气任务共担ꎮ 分担机制

保证了所有欧盟国家都受益于欧盟的储备能力ꎬ优化内部资源配置ꎮ 此外ꎬ
为了鼓励进口商补充库存ꎬ欧盟委员会允许成员国按照«天然气供应安全条

例»第 １０７(３)(ｃ)条向供应商提供援助ꎬ如以采取 “双向差价合同”的形式为

供应商提供担保ꎮ
(二)欧盟为加强能源安全采取的长期措施

１ 促进欧盟气体能源供应多样化

欧盟计划在 ２０２２ ~ ２０３０ 年通过寻求非俄国家天然气进口来减少对俄罗

斯天然气的依赖ꎮ 目前ꎬ欧盟积极与美国、卡塔尔、埃及和加拿大等天然气出

口国建立贸易关系或扩大贸易规模ꎬ以实现其天然气供应链的调整ꎮ 除此之

外ꎬ欧盟计划 ２０３０ 年前增加进口 １０ 万吨可再生氢ꎮ 为促进欧洲氢市场的发

展ꎬ欧盟将进一步完善监管框架、优先启动对氢能项目的评估、发展跨境“绿
氢”合作、支持储氢设施和港口基础设施的建设ꎬ并强调天然气基础设施与氢

能设施的兼容性ꎬ以保障未来气体能源由天然气向氢能的转型ꎮ
２ 加快绿色能源转型和提高能效

乌克兰危机凸显了欧盟加速清洁能源转型的紧迫性ꎮ 欧盟认为实现能

源独立的重要途径是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过渡ꎬ并计划将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

占比增至 ４５％ ꎮ 在太阳能方面ꎬ欧盟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太阳能发电量增加 ４２０
吉瓦ꎬ并推进太阳能屋顶倡议的执行ꎮ 电力部门是最大的天然气消耗部门ꎬ
而屋顶太阳能发电可满足欧盟近 １ / ４ 的电力需求ꎬ因而太阳能在替代天然气

和减少排放方面有很大潜力ꎮ 风能也是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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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计划将风能装机容量由当前的 １９０ 吉瓦增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４８０ 吉瓦ꎬ这意

味着需要每年新安装 ３５ 吉瓦的风力涡轮机ꎮ 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将快速增

加对于光伏设备和风电装置的需求ꎬ欧盟呼吁其成员国政府以及工业企业密

切关注和检测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情况ꎬ通过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和增加战略原材料库存的方式保障清洁能源行业的稳步扩张ꎮ 除太阳能和

风能外ꎬ欧盟还将加快部署热泵装置ꎬ将当前热泵的安装率提高一倍ꎬ并在未

来几年逐步出台燃气锅炉的销售禁令ꎬ以加快热泵替代燃气锅炉的进程ꎮ
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ꎬ欧盟主要考虑的是解决能源基础设施瓶颈ꎬ快速

推进电气化ꎬ更快地减少建筑、工业和电力系统中化石能源的使用ꎮ 同时欧

盟委员会也与国际能源署、消费者组织等相关组织合作ꎬ研究居民在减少能

源消费方面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ꎬ如将欧盟范围内建筑物供暖恒温器调低

１℃ꎬ这样可在 ２０２２ 年减少 １４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消耗ꎮ

四　 欧盟能源战略调整面临的问题

增加非俄能源进口是欧盟能源战略调整的关键措施ꎮ 欧盟从俄罗斯购

买的煤炭数量相对较小ꎬ因而在寻找替代进口上面临的压力也相对较小ꎻ在
石油方面ꎬ乌克兰危机升级将导致全球市场上稳定流通的石油减少ꎬ从而引

发石油价格上涨ꎬ欧盟的石油使用成本也将上升ꎻ欧盟天然气市场面临的挑

战最大ꎬ既受限于外部供给能力ꎬ也受制于其天然气接收能力ꎬ因而面临供应

不足和溢价上涨的双重压力ꎮ 总体而言ꎬ煤炭和石油对于欧盟凸显的是价格

风险ꎬ而天然气则更突出供应安全风险ꎮ
(一)欧洲市场面临天然气溢价

当前ꎬ欧洲市场已经出现天然气“欧洲溢价”ꎬ即相对于北美和亚洲市场ꎬ
欧洲市场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水平偏高ꎮ 根据路透社计算ꎬ２０２２ 年 ２ 月欧洲液

化天然气价格比亚洲每立方米高出 ０ ４ 美元ꎮ 欧盟高价格的天然气使得原

本要运至亚洲的液化天然气现货被转售到欧洲ꎮ 美国在 ２ 月运往欧洲的液

化天然气数量为 ８７ 亿立方米ꎬ总价值为 １７２ 亿美元ꎬ比运往亚洲多获益 ３７
亿美元①ꎮ 根据数据情报公司“ＩＣＩＳ”的分析ꎬ２０２２ 年 １ ~ ２ 月美国运往欧洲

和土耳其的液化天然气船货总数达到创纪录的 １６４ 艘ꎬ而此前的最高纪录是

—４８—

① «欧洲天然气供应危机旺烧ꎬ美国 ＬＮＧ 出口商坐收渔利»ꎬｈｔｔｐ: / / ｗｅｂｎｅｗｓｄｘ１ ｐｏｂｏ
ｎｅｔ ｃｎ / Ｄａｔａ / ＮＥＮＧ / ５７６５７２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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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的 １２５ 艘ꎮ 若政治形势恶化加剧欧盟天然气供需失衡局面ꎬ
欧洲天然气溢价问题将更加严重ꎮ

(二)其他天然气市场短期内无法替代俄罗斯对欧盟的供应量

美国和卡塔尔是欧盟计划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来源名单中最具潜力的

两个国家ꎮ 美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ꎬ其天然气产量全球占比高

达 ２４％ ꎬ液化天然气出口全球占比 １２ ６％ ꎬ仅次于卡塔尔和澳大利亚(见图

４)ꎮ 美国天然气产量每天约 ９ ６００ 亿立方米ꎬ按照美国的液化产能ꎬ其中约

１ ２００亿立方米天然气被液化后通过油轮运输出口至其他国家ꎮ 卡塔尔是全

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ꎬ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总量的 ２１ ７５％ ꎬ卡塔尔

天然气年产量约为 １ ７００ 亿立方米ꎬ液化天然气年出口总量约为 １ ０５０ 亿立

方米ꎬ其中近 ３０％出口欧洲ꎬ７０％出口亚太地区ꎮ

图 ４ 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家及其出口占比(％)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由于国际能源市场通常倾向于签订长期购买协议ꎬ因此ꎬ欧盟从非俄市

场上获得额外液化天然气将主要依赖现货供给ꎬ这导致欧盟面临购买成本问

题ꎮ 据彭博(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测算ꎬ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上 ７０％ 的订单已被长期

购买协议锁定ꎬ仅有 ３０％ 的订单在现货市场出售ꎮ ２０２０ 年液化天然气全球

贸易规模(除俄罗斯市场外)为 ４ ４７５ 亿立方米ꎬ其中约 ３ ３２７ 亿立方米流入

欧洲以外的市场ꎮ 若按 ３０％的现货比例计算ꎬ欧洲以外市场上交易的液化天

然气现货供应量为 ９９８ 亿立方米ꎬ其中 ９６９ 亿立方米在亚太市场出售ꎮ 因

此ꎬ欧盟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之前增加进口的 ５００ 亿立方米将主要来自原本运往

亚太市场的液化天然气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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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２２ 年的情况来看ꎬ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大部分被亚洲长期购买协议

锁定ꎬ其能源部部长曾表示ꎬ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只有至多 １５％ (约 １５０ 亿立方

米)可运往欧洲①ꎮ 目前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已处于满负荷状态ꎮ 美国

总统拜登承诺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之前向欧洲增加 １５０ 亿立方米的供给ꎮ 到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美国和卡塔尔累计可向欧洲增加 ３００ 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出口ꎬ
剩余 ２００ 亿立方米则需要与亚太地区买家竞争ꎮ

(三)欧盟液化天然气存储能力有限ꎬ国家间运输基础设施不足

在液化天然气进口方面ꎬ欧洲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缺乏进口基础设施ꎬ
导致无法进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ꎬ这点也反映为当前欧洲液化天然气的交易

价格明显低于欧洲天然气整体市场价格ꎮ 据标准普尔全球商品分析部门的

数据ꎬ欧洲西北部的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端正在满负荷运转ꎮ 意大利、比利时、
波兰、德国、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累计约有 １０ 个液化天然气接收港口正在建

设或处于规划阶段ꎬ但大多数港口的融资情况不佳ꎮ 德国是欧盟国家中进口

俄罗斯天然气数量最多的国家ꎮ 由于之前主要依赖俄罗斯管道天然气ꎬ德国

并没有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端ꎮ 乌克兰危机之后ꎬ德国推出了在该国北部威

廉港和东北部石荷州布伦斯比特尔分别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草案ꎮ
按照该草案ꎬ２０２２ 年冬天第一批液化天然气将运抵威廉港接收站ꎬ随后几

年ꎬ布伦斯比特尔的固定接收站也将完工ꎮ 但考虑到欧盟气候目标的推

进ꎬ这些液化天然气接收和再气化设施将被闲置而造成资源浪费ꎬ该草案

尚未通过ꎮ
欧盟气候目标降低了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与欧盟的长期合作意愿ꎮ 美国

天然气产量居全球首位ꎬ但出口量由于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不足而受限ꎮ 尽

管美国承诺 ２０２３ ~ ２０３０ 年每年向欧盟提供额外 ５００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②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ꎬ２０２０ 年美国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总量为 ２５６ 亿

立方米)ꎬ但若美国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增加其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ꎬ则美国

—６８—

①

②

Ｍａｈａ Ｅｌ ＤａｈａｎꎬＡｎｄｒｅｗ Ｍ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ｗａ ＲａｓｈａｄꎬＱａｔａｒ Ｓａｙ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ꎬ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ｑａｔａｒ － ｃａｎ － ｄｉｖｅｒｔ － ｕｐ － １５ － ｉｔｓ － ｇａｓ － ｅｘ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２ /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５ꎬ２０２２ꎬ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５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ａｎｄ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ｔａｓｋ － ｆｏｒｃｅ － ｔｏ － ｒｅｄｕｃ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ｓ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ｏｎ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ｆｏｓｓｉｌ － ｆｕｅｌ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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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欧洲的天然气只能是将液化天然气出口按目的地重新分配ꎬ并不能有效

缓解市场紧张状况ꎮ 美国现有 ７ 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ꎬ还有约十几个液化

天然气出口码头已经获得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的批准ꎬ但这些项目的市场融

资却存在困难ꎮ 一方面美国国内的气候政策可能会使投资者面临不确定性

风险ꎬ另一方面ꎬ欧盟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目标将只持续到 ２０３０ 年ꎬ新的

液化天然气设施建设还需要 １ ~ ２ 年的时间ꎬ这个时间段不足以收回前期成

本并获利ꎬ因而增加美国出口能力面临极大的商业挑战ꎮ
欧盟与卡塔尔在签订液化天然气长期协议上同样存在阻碍ꎮ 根据欧盟

的气候目标ꎬ欧盟国家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时间较短ꎬ而天然气出口设备

的投资则要求较长的购买合约期作为支撑ꎮ 例如ꎬ德国的目标是到 ２０４５ 年

实现碳中和ꎬ而本届政府规定 ２０３５ 年之后不再将天然气用于供暖和发电ꎮ
近期ꎬ德国天然气进口商在积极开展与卡塔尔关于液化天然气供应的谈判ꎬ
但双方在合约期限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ꎬ导致贸易谈判尚未能达成一致①ꎮ
根据卡塔尔的要求ꎬ双方至少要签署 ２０ 年的购买协议ꎬ但这与德国的碳排放

目标不符ꎮ
(四)石油替代天然气发电成本过高

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全球石油市场供需趋紧ꎬ叠加美国石油产量增长有

限和“欧佩克 ＋ ”拒绝大幅增产等因素ꎬ国际油价可能将维持在较高水平ꎮ
首先ꎬ美国页岩油产量难以再现爆发式增长ꎮ 由于全球油价上涨ꎬ美国

增加了更多的钻井和完井活动ꎬ但原油产量并没有出现强劲增长ꎮ 事实上根

据美国能源署(ＥＩＡ)公布的月度数据ꎬ美国原油产量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以来一

直在下降ꎬ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原油产量为每天 １ １３１ 万桶ꎮ 美国能源署估计ꎬ与
２０２１ 年相比ꎬ２０２２ 年美国原油产量每天将增加 ８２ 万桶ꎬ达到每天 １ ２００ 万

桶ꎬ但仍将低于新冠肺炎疫情前每天 １ ２９１ 万桶的水平ꎮ 尽管在美国石油行

业的劳动力短缺、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瓶颈等问题得到缓解后ꎬ钻井活动可

能会进一步增加ꎬ但其增长的潜力有限ꎬ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石油行业的支出

限制ꎮ 在疫情发生初期ꎬ石油行业在低油价阶段损失了大量的收入ꎬ因此ꎬ投
资者更倾向于尽快回收石油收益ꎬ而不是进一步扩张投资规模ꎮ 同时ꎬ在低

—７８—

① 除了合约期限外ꎬ德国进口商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还有两个分歧点:一是

欧盟反对卡塔尔在协议中规定的“目的地条款”ꎬ因为该条款禁止德国将从卡塔尔进口的

液化天然气重新转运至其他欧洲国家ꎻ二是定价方式ꎬ卡塔尔坚持天然气合约价格与油价

挂钩ꎬ即使用与卡塔尔在亚洲销售液化天然气一致的定价方式ꎬ而德国则希望进口天然气

价格与荷兰“ＴＴＦ”基准挂钩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碳转型的大背景下ꎬ基于对环境风险的担忧ꎬ投资者对化石能源领域的进一

步投资犹豫不决ꎬ而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行业ꎮ
其次ꎬ“欧佩克 ＋ ”原油产量将继续保持小幅上涨ꎮ “欧佩克 ＋ ”拒绝了

西方国家要求加速增产的呼吁ꎬ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ꎬ“欧佩克 ＋ ”将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的原油产量增量定为每天 ４０ 万桶ꎬ即按照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定下的增

产计划执行ꎮ “欧佩克 ＋ ”拒绝大幅增产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欧佩克 ＋ ”认
为油价上涨不应归咎于该组织对油价的控制ꎬ危机导致的俄罗斯供应中断才

是主因ꎬ且俄罗斯是“欧佩克 ＋ ”的重要成员之一ꎬ当前任何针对俄罗斯的举

动都可能威胁到这个组织未来的长期稳定ꎮ 尽管美国参议院将审议向“欧佩

克 ＋ ”施压的法案ꎬ但过去几十年类似的法案从未能通过国会ꎮ 二是疫情以

来ꎬ“欧佩克 ＋ ”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地位明显上升ꎮ 得益于美国石油行业发

展受限ꎬ“欧佩克 ＋ ”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ꎬ回到高油价阶段对于

“欧佩克 ＋ ”而言是增加石油收入的最佳时期ꎮ 三是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前期

投资不足的问题ꎬ一些“欧佩克 ＋ ”成员国的产量增长空间有限ꎬ甚至部分成

员国的产能只能勉强达到配额规定水平ꎮ
最后ꎬ乌克兰危机结束后ꎬ油价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ꎮ

从目前石油市场价格走势来看ꎬ乌克兰危机并没有削弱过多的石油需求ꎬ油
价上涨是供给减少和需求支撑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若危机结束ꎬ俄罗斯供给恢

复ꎬ油价将回到之前的水平ꎮ 但根据近期西方国家的表态ꎬ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会因为危机结束而解除ꎬ这意味着制裁的影响可能会存在较长时间ꎬ油价

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也将更长ꎮ
(五)增加煤炭使用量将面临运力限制和环境风险

煤炭是欧盟发电成本较低的选项ꎮ 尽管煤炭是高污染的化石燃料ꎬ相比

高价的天然气和石油ꎬ煤炭发电的成本要低得多ꎬ因而欧盟对煤炭的需求可

能增长ꎮ 目前ꎬ德国正在规划将此前从电网系统中移除的煤电厂作为储备ꎬ
以便在应急状况下可以快速启动ꎮ 德国和波兰是煤炭消费量最大的欧盟成

员国ꎬ２０２０ 年这两个国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 １ ２％
和 １ １％ ꎮ 对于煤炭禁运造成的进口短缺问题ꎬ德国煤炭进口商协会的态度

相对乐观ꎮ 该协会认为德国自俄进口的煤炭缺口可以在几个月内被美国、哥
伦比亚、南非和澳大利亚等煤炭出口国填补ꎮ 煤炭是固体化石燃料ꎬ运输相

对简单ꎬ且从数据量上看ꎬ德国 ２０２１ 年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１ ８００ 万吨ꎬ仅占全

球煤炭进口总量的 ２％左右ꎮ 英国商品研究所(ＣＲＵ Ｇｒｏｕｐ)预计ꎬ２０２２ 年哥

伦比亚的煤炭出口量将增加１ ４００万吨ꎬ美国的煤炭出口量将增加 ９００ 万吨ꎬ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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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２０１８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ꎬ这些新增供应在一定程度上为平衡市场提供

了缓冲ꎮ 但由于欧盟动力煤的进口有 ７０％来自俄罗斯ꎬ全球动力煤的海运已

十分紧张ꎬ运力限制可能阻碍欧盟从替代供应商采购动力煤ꎮ 此外ꎬ在紧急

情况下ꎬ欧盟可能会暂时放宽环境方面的限制ꎬ允许使用品质相对较差的煤

炭进行发电ꎬ如通过提高德国煤炭产量来弥补煤炭的部分短缺ꎬ但这种做法

将会拖慢欧盟实现碳中和的进程ꎮ

结　 论

乌克兰危机凸显欧盟能源供给安全存在的问题ꎮ 为此ꎬ欧盟提出了“能
源独立计划”ꎬ通过能源供应多样化、加快绿色能源技术的推广、减少对能源

的需求ꎬ以实现在 ２０３０ 年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依赖ꎮ 具体来说ꎬ欧盟将

采取增加非俄天然气进口、增加生物甲烷和可再生氢的产量和进口量、加快

推进太阳能屋顶倡议、尽快实现热泵装置对燃气锅炉的替代、提高太阳能和

风能的发电容量、大力发展“绿氢”制取规模、引导能源密集型产业进行电气

化和低碳化转型升级等多种措施ꎮ
液化天然气是欧盟保障供应安全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最优的解决方案ꎮ

当前ꎬ欧盟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非俄市场可用液化

天然气供给不足ꎻ二是欧盟液化天然气存储能力和国家间运输基础设施不

足ꎮ 前者可通过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供应链的调整来解决ꎬ而后者却急需立

即启动建设事宜ꎮ 但欧盟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的需求时间相对较短ꎬ即按照

欧盟的能源计划ꎬ其可再生能源规模的增长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将减少天然气

需求ꎬ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欧盟将不需要更多的天然气ꎬ从而导致欧盟在当前阶段

难以吸引到对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ꎮ 这是欧盟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

依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ꎮ 此外ꎬ欧盟还面临替代发电能源价格过高以及环境

风险过大等问题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欧盟能源供应链将会出现较大调整ꎮ 尽管未来几年仍需

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ꎬ但欧盟同时也正积极寻求能源进口多元化ꎬ增加与美

国、非洲、中东以及部分亚洲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ꎬ逐步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

的依赖ꎮ 这将改变现有的国际能源供应格局ꎬ导致俄罗斯将能源出口重心更

多偏向亚洲市场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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