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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绿色转型的
困难和挑战

王效云

【内容提要】 　 当前ꎬ中东欧国家尚处于在经济上追赶欧盟发达成员国的

过程中ꎬ与欧盟发达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依然显著ꎮ 从经济结构和能源结

构来看ꎬ由于工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高ꎬ中东欧国家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程

度显著高于欧盟其他成员国ꎬ其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高居欧盟前列ꎬ因此ꎬ中东

欧国家是落实欧盟碳中和、碳减排目标的核心地区ꎮ 在欧盟气候政策背景

下ꎬ中东欧国家在执行“煤炭退出计划”、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以“绿化”能源

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ꎬ以及执行汽车和货车的排放标准方面都面临与欧

盟其他成员国相比非对称的困难和挑战ꎮ 尽管可以从欧盟公正转型机制中

获得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帮助ꎬ但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东欧国家在绿色

转型中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等的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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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效云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以冯德莱恩为主席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绿

色协议»(即“绿色新政”)及其路线图ꎬ开启了全方位、大力度的欧盟绿色转

型进程ꎮ «欧洲绿色协议»不仅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ꎬ即 ２０５０ 年使欧

洲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ꎬ并为此将 ２０３０ 年减排目标从«巴黎协定»承
诺的在 １９９０ 年水平上减排 ４０％提升至 ５０％ ~５５％ ①ꎬ更重要的是ꎬ欧盟将绿

色转型视为破解经济增长乏力的有效途径ꎬ因而«欧洲绿色协议»也是欧盟的

新增长战略ꎮ 与 ２００９ 年实施的“绿色经济复苏计划”相比ꎬ«欧洲绿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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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目标明确且宏大ꎬ而且包含了几乎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路线图ꎬ是真正

意义上的“绿色新政”ꎮ 尽管在新政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

机的冲击ꎬ欧盟经济再次出现衰退迹象ꎬ但欧盟并没有因此放弃环境和气候

目标ꎮ
“绿色新政”引领下的绿色转型是欧盟破解经济增长瓶颈、应对气候挑

战保护环境、获取能源独立三位一体的重要战略选择ꎬ也是欧盟寻求战略

自主、增强规范性力量、塑造其全球领导力的重要依托ꎮ 尽管受多种因素

影响ꎬ欧盟绿色转型进程一度受到阻碍并延缓ꎬ但鉴于绿色转型的重要性ꎬ
欧盟坚持绿色转型的决心不会改变ꎮ 欧盟绿色转型以气候目标为统领ꎬ从
绿色技术、能源和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消费方式等方方面面做

出调整ꎬ不仅将深刻改变欧盟的经济结构ꎬ也将带来社会制度、文化的重大

变化ꎬ堪称一次大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型ꎬ对欧盟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全局性、
深远性的影响ꎮ

绿色转型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ꎬ也带来巨大的转型成本ꎮ 更重要的

是ꎬ转型成本在不同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ꎮ 绿色技术和环保产业发展

滞后、对传统能源依赖度高的经济体ꎬ其转型将以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为

代价ꎬ因而面临更高的转型成本ꎮ 在欧盟成员国中ꎬ这样的经济体主要集中

在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ꎮ 与高转型成本相对的ꎬ却不一定

是高的转型收益ꎮ 那些在环保技术标准和环保产业上抢占领先地位的经济

体ꎬ特别是德国等发达经济体ꎬ将获得更高的转型收益ꎮ 正是因为转型成本

和收益的不对称性ꎬ欧盟成员国对待绿色转型的态度截然不同ꎮ 波兰、匈牙

利等中东欧国家对待转型的态度远不如德国等发达成员国积极ꎮ 正如«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般ꎬ欧盟要

凝聚成员国绿色转型的共识ꎬ必然需要平衡成员国之间的转型成本和收益ꎬ
而这一点也是«欧洲绿色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ꎮ 欧盟试图通过公正转型机

制ꎬ对那些在绿色转型中更容易受到冲击的经济体、部门以及人群进行一定

程度的补偿ꎮ 尽管如此ꎬ仍然难以弥合成员国之间对欧盟气候目标和绿色转

型战略认识的分歧ꎮ 对于仍处在追赶过程中的中东欧国家而言ꎬ欧盟的气候

雄心和因此而来的绿色转型是否会中断其对西欧的追赶进程ꎬ甚至进一步拉

大与西欧成员国之间的差距ꎬ是它们普遍担心的问题ꎮ 欧盟的“绿色新政”不
仅涉及气候目标ꎬ还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减少环境污染、食品安

全等环境和民生目标ꎬ但鉴于气候目标对经济影响最为广泛深远ꎬ本文将重

点分析与气候目标相关的关键战略和政策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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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

　 经济差距与“绿色鸿沟”

　 　 (一)经济增速差距与赶超势头

作为经济追赶者ꎬ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显著ꎬ且
近年来赶超的势头有所减弱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从“转型性衰退”中恢复后ꎬ中东欧国家经济获

得了一段时间的较高速增长ꎬ增速普遍超过同期欧盟发达成员国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以人均 ＧＤＰ 衡量的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发达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持

续缩小ꎬ中东欧国家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欧发达成员国的趋同ꎮ
然而ꎬ这种追赶态势并非一成不变ꎮ ２００８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ꎬ中东

欧国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瓶颈ꎬ经济增速始终没有恢复至危机前的水

平ꎬ其与西欧发达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增速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ꎬ这使得中东

欧国家以人均 ＧＤＰ 衡量的追赶西欧发达国家的态势显著减弱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仍然有 ５ 个中东欧国家人均 ＧＤＰ 不足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ꎬ其中保加利

亚人均 ＧＤＰ 最低ꎬ只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２６ ３％ ꎻ罗马尼亚略高ꎬ相当于

欧盟平均水平的 ３５ １６％ ꎮ ６ 个中东欧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ꎬ
其中斯洛文尼亚最高ꎬ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７５ ４％ (见表 １)①ꎮ 中东欧国

家赶超西欧发达国家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ꎮ

表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２１ 年中东欧国家人均 ＧＤＰ 与欧盟平均水平比较(％)

国别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保加利亚 １７ ５４ １８ ５６ １９ ３６ ２０ ２４ ２１ ５６ ２２ ７６ ２４ ９５ ２５ ５７ ２６ ３０

克罗地亚 ３１ ５２ ４０ ４８ ４１ １５ ４２ ０４ ４２ ７５ ３８ ７２ ４２ ６３ ４１ ５３ ４６ ２０

捷克 ４８ ９３ ５３ １５ ５４ ８６ ５６ ００ ５６ ８５ ５６ ７７ ６１ ２１ ６１ ２２ ６１ １８

爱沙尼亚 ３１ １３ ５１ ９２ ５５ ５７ ５８ ４１ ５５ ３９ ５７ ２５ ６１ ４０ ６４ ６６ ６６ １２

匈牙利 ３３ ４８ ４０ ０２ ４０ ３９ ３９ ４５ ３９ ７９ ４０ ９７ ４５ ６９ ４６ ３７ ４７ ２７

拉脱维亚 ２１ ６８ ３７ ３５ ４０ ９２ ４４ １１ ４２ ９９ ４４ ０８ ４８ ６８ ５０ ８６ ５０ ６０

立陶宛 ２１ ５３ ３４ ６５ ３６ ６６ ４０ １０ ４１ ４４ ４６ ３８ ５２ ２５ ５５ ４１ ５５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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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别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波兰 ２４ ５５ ３０ ３５ ３１ ２５ ３２ ５６ ３３ ８１ ４０ ２７ ４５ ６０ ４７ ４９ ４８ ２８

罗马尼亚 １９ ９３ ２２ ４４ ２３ ６４ ２５ ０３ ２７ ７３ ２９ ００ ３４ ０９ ３５ ０３ ３５ １６

斯洛伐克 ３２ ８９ ４０ ５４ ４２ ６４ ４５ ９５ ４８ ３２ ５２ ２４ ５５ ２６ ５６ ６０ ５５ ３８

斯洛文尼亚 ５７ ９０ ６８ ２７ ６９ ７６ ７２ １８ ７４ ３６ ６８ ４９ ７３ ０８ ７３ ６９ ７５ ３８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ｍａｉ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二)产业结构差异

从产业结构看ꎬ中东欧国家以组装加工的方式参与欧洲产业链分工ꎬ是
欧盟成员国的工业大户ꎮ 加入欧盟后ꎬ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中东欧国

家借助其所拥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ꎬ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融入欧洲产业链ꎬ
承担欧洲产业链中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工序ꎬ工业在中东

欧国家经济中的占比普遍比西欧发达国家高ꎮ 根据欧盟统计数据ꎬ以工业增

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衡量ꎬ除了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克罗地亚三国之外ꎬ２０２１
年其他几个中东欧国家工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欧盟平均水平ꎮ 其中ꎬ捷克、
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３０％ ꎬ分列欧盟

第 ２ 位至第 ６ 位ꎻ立陶宛、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分别为 ２５ ７％ 、２４ ３％ 和

２３ １％ ꎬ分列欧盟第 ９ 位、第 １１ 位和第 １２ 位①ꎮ
相比工业增加值在经济中的占比而言ꎬ工业部门对中东欧国家就业的重

要性更为突出ꎮ ２０１９ 年ꎬ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克罗地亚工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高

居欧盟前 ９ 位ꎮ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相对较低ꎬ但也分别居于第 １２ 位和第

１５ 位②ꎮ
无论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ꎬ还是在解决就业方面ꎬ工业对中东欧国家

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欧盟其他成员国ꎮ 然而ꎬ工业却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

来源ꎬ是实现欧盟气候目标首当其冲要调整的部门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欧盟的

气候目标和绿色转型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冲击将更为严重ꎮ
(三)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差异

中东欧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欧盟中的占比显著高于其经济总量在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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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中的比重ꎮ 根据欧盟统计数据ꎬ２０２１ 年中东欧 １１ 国人口总量和经济

总量在欧盟中的占比分别为 ２３％ 和 １０ ８％ ꎬ但由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占欧盟总排放量的比重则为 ２６ ７％ ꎬ包含家庭活动在内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占比为 ２５ １％ ꎬ略高于人口在欧盟中的占比ꎬ但显著高于经济

总量在欧盟中的占比ꎮ 中东欧 １１ 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差距也很大ꎬ仅波兰

一国就贡献了中东欧 １１ 国约一半(４７ １％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ꎮ 波兰在整

个欧盟中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ꎬ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德国ꎬ在欧盟

中居第 ２ 位ꎮ 罗马尼亚和捷克次于波兰ꎬ在欧盟成员国中分别居第 ７ 位和

第 ８ 位ꎮ 保加利亚、匈牙利随后ꎬ在欧盟成员国中分列第 １４ 位和第 １５ 位ꎮ
斯洛伐克、立陶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较小ꎬ在欧盟成员国中仅高于卢森堡、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这几个小

国(见表 ２)①ꎮ

表 ２ ２０２１ 年欧盟成员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及排名

国别 /地区

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含家庭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万吨)
占比
(％ )

排名 总量(万吨)
占比
(％ )

排名

人口占比
(％ )

ＧＤＰ
占比
(％ )

德国 ６１ ５６２ １５ ２１ ５ １ ７９ ４４８ ７３ ２２ ０ １ １８ ７ ２３ ６

波兰 ３６ ０６３ ９７ １２ ６ ２ ４１ ９９３ ５３ １１ ６ ３ ８ ６ ４ ２

意大利 ３１ １７４ ７４ １０ ９ ３ ４１ ６１４ ２１ １１ ５ ４ １３ ４ １２ ７

法国 ３０ ７２８ ０５ １０ ７ ４ ４２ ０６５ ２８ １１ ７ ２ １４ ６ １７ ７

西班牙 ２２ ７１７ ７４ ７ ９ ５ ２９ ４９４ ４４ ８ ２ ５ １０ ７ ８ ９

荷兰 １５ ２１８ ４８ ５ ３ ６ １８ ３３６ ９１ ５ １ ６ ３ ９ ５ ９

罗马尼亚 ９ ９１１ １４ ３ ５ ７ １２ ０２４ ０９ ３ ３ ７ ４ ４ １ ５

捷克 ９ ４７０ ５８ ３ ３ ８ １０ ８９０ ２３ ３ ０ ９ ２ ４ １ ５

比利时 ８ ２８７ ７２ ２ ９ ９ １１ ０４４ ２８ ３ １ ８ ２ ６ ３ ３

希腊 ７ ７３７ １２ ２ ７ １０ ９ １１９ ９７ ２ ５ １０ ２ ４ １ ５

丹麦 ６ ５４３ ７９ ２ ３ １１ ７ １８６ ８５ ２ ０ １２ １ ３ ２ ４

奥地利 ５ ７０５ ８０ ２ ０ １２ ７ ２２１ ２０ ２ ０ １１ ２ ０ ２ ７

爱尔兰 ５ ４３６ １８ １ ９ １３ ６ ６５０ ４７ １ ８ １４ １ １ ２ ９

—２５—
① 欧盟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ｍａｉ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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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国别 /地区

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含家庭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万吨)
占比
(％ )

排名 总量(万吨)
占比
(％ )

排名

人口占比
(％ )

ＧＤＰ
占比
(％ )

保加利亚 ５ １７３ ３７ １ ８ １４ ５ ６１５ １５ １ ６ １６ １ ５ ０ ４

匈牙利 ５ ０２９ ２３ １ ８ １５ ６ ７１４ ９３ １ ９ １３ ２ ２ １ １

葡萄牙 ４ ８１３ ５４ １ ７ １６ ５ ８５４ ０５ １ ６ １５ ２ ３ １ ５

芬兰 ４ ３６６ ５３ １ ５ １７ ４ ９３０ ０８ １ ４ １７ １ ２ １ ７

瑞典 ４ ０１８ ２０ １ ４ １８ ４ ８５８ ７４ １ ３ １８ ２ ３ ３ ８

斯洛伐克 ３ ３８４ ６５ １ ２ １９ ４ １２１ ６２ １ １ １９ １ ２ ０ ７

立陶宛 ２ ２８８ ０１ ０ ８ ２０ ２ ７５２ ９３ ０ ８ ２０ ０ ６ ０ ３

克罗地亚 １ ７５５ ８６ ０ ６ ２１ ２ ３４９ ０９ ０ ７ ２１ ０ ９ ０ ４

斯洛文尼亚 １ ２６６ ５４ ０ ４ ２２ １ ６１１ １５ ０ ４ ２２ ０ ５ ０ ４

爱沙尼亚 １ ２０８ ６５ ０ ４ ２３ １ ３３１ ８９ ０ ４ ２３ ０ ３ ０ ２

拉脱维亚 ０ ９６０ ５９ ０ ３ ２４ １ １９７ １８ ０ ３ ２４ ０ ４ ０ ２

卢森堡 ０ ８５６ ２４ ０ ３ ２５ １ ０２４ ４９ ０ ３ ２５ ０ １ ０ ４

塞浦路斯 ０ ６８３ ６６ ０ ２ ２６ ０ ８５８ ８３ ０ ２ ２６ ０ ２ ０ ２

马耳他 ０ １９９ ０９ ０ １ ２７ ０ ２３１ １４ ０ １ ２７ ０ １ ０ １

中东欧
１１ 国

７６ ５１２ ５９ ２６ ７ — ９０ ６０１ ７７ ２５ １ — ２３ ０ １０ 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ꎬ尽管部分中东欧国家ꎬ如波罗的海三国和克罗

地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的排放量并不是很高ꎬ在欧盟中的排名也比较

靠后ꎬ但如果考察经济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ꎬ即单位 ＧＤＰ 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ꎬ情景则完全不同ꎮ 由于工业在经济中占比较大ꎬ且更多依赖传统化石

能源等原因ꎬ中东欧 １１ 国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均显著高于欧盟其他国家ꎬ其中

经济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居欧盟前列ꎮ 根据欧盟统计数据ꎬ２０２１ 年在温

室气体排放强度方面ꎬ中东欧 １１ 个国家占据欧盟前 １３ 位ꎮ 其中ꎬ排放强度

最高的是保加利亚ꎬ其次是波兰ꎬ二者分列第 １ 位和第 ２ 位ꎮ 罗马尼亚、立陶

宛、爱沙尼亚、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分列第 ４ 位至第

１１ 位ꎬ斯洛文尼亚名列第 １３ 位ꎮ 中东欧 １１ 国经济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高于西欧成员国ꎬ也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ꎮ 这意味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中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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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经济的冲击将显著高于西欧成员国(见图 １)①ꎮ

图 １ ２０２１ 年欧盟成员国单位 ＧＤＰ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克 /欧元)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二　 中东欧国家绿色转型面临的非对称困难和挑战

为使欧洲到 ２０５０ 年率先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ꎬ欧盟提出

了到 ２０３０ 年减排 ５５％的中期目标ꎮ 为落实气候目标ꎬ欧盟在以往相关气候

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出台了诸多新的政策和法令ꎬ并根据新的气候目标对之前

的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ꎬ形成一整套名为“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的气候政策工具箱ꎮ 欧

盟的气候政策工具包罗万象ꎬ几乎覆盖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部门ꎮ 鉴于能源

生产、加工和利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７５％以

上ꎬ相关能源部门的脱碳就成为欧盟气候政策的重中之重ꎮ 欧盟的诸多有力

政策工具也都是针对能源生产供应和使用的核心部门出台的ꎮ
从能源供应端看ꎬ欧盟的政策核心在于减少化石能源的生产和供给ꎬ加

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ꎬ推动能源供应结构的清洁化ꎬ其中关键的就是欧盟的

“煤炭退出计划”ꎮ 从能源消费端看ꎬ欧盟政策的核心思路在于总体上减少化

石能源的使用ꎬ这就要求提高其使用效率ꎮ 为此ꎬ欧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ꎬ出
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②并修订«能源效率指令»③ꎻ同时推动能源消费结构

—４５—

①
②
③

欧盟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ｍａｉ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正式出台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正式通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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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ꎬ降低对化石能源的消费ꎬ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消费ꎬ这方面的政策既包

括跨部门跨行业的«可再生能源指令»①和«能源税收指令»②ꎬ也包括针对能

源消费大户和能源密集使用部门ꎬ如交通部门、建筑部门和制造加工部门③

等制定出台的专门政策ꎮ 其中关键的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欧盟排放交易系

统ꎻ为道路运输和建筑设立一个新的排放交易系统ꎬ制订«欧盟航海燃料倡

议»④和«欧盟可再生航空燃料条例»⑤ꎬ出台新的汽车和货车的二氧化碳排

放标准等ꎻ促进新能源和零碳技术ꎬ以及碳捕获、碳封存技术研发的创新激励

措施ꎻ完善诸如«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条例»⑥和«社会气候基金»⑦等文件的配

套措施等ꎮ
尽管在这场以碳中和目标为引领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型中也蕴藏着一定

的机遇ꎬ但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技术能力和水平等因

素ꎬ中东欧国家当前面临更多的是困难和挑战ꎮ 中东欧国家的绿色转型是被

欧盟裹挟着被迫前进的ꎬ在落实和执行欧盟关键气候能源政策中ꎬ中东欧国

家面临着与其西欧伙伴相比非对称的困难和挑战ꎮ
(一)“煤炭退出计划”推进困难

在所有能源中ꎬ煤炭被认为是温室气体排放中“最脏”的能源ꎬ因此是欧

洲低碳转型政策的主要对象之一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欧盟固体化石燃料(即硬

煤、褐煤和煤炭产品)生产的可用能源总量下降了 ３０％ ꎮ 然而ꎬ２０１９ 年固体

化石燃料仍分别占欧盟电力生产总量、热生产总量和可用能源总量的 １６％ 、
２２％和 １１％ ꎮ ２０１９ 年欧盟仍有大约 １００ 座煤矿在运营ꎬ其中 １ / ４ 在波兰⑧ꎮ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ꎬＥＩＵ)数据ꎬ目前波兰依然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正式通过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提出ꎬ仍在谈判中ꎮ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ꎬ２０１９ 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是能源工业部门ꎬ即

电力、热力和石油冶炼部门ꎬ该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２４％ ꎻ
其次是交通部门(２２％ )ꎬ以及建筑和制造业部门(各占 １１％ 左右)ꎬ上述 ４ 个部门合计约

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７０％ 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正式通过ꎮ
同①ꎮ
同④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正式通过ꎮ
Ｚｏｅ Ｋａｐｅｔａｋｉꎬ Ｈｒｖｏｊｅ Ｍｅｄａｒａｃꎬ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Ｕ Ｃｏａｌꎬ Ｐｅａｔ ａｎｄ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ＪＲ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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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盟最主要的煤炭生产国ꎬ每年生产的煤炭约占欧盟煤炭总产量的 ５０％ ꎮ
捷克的煤炭产量约为波兰的 １ / ４ꎬ在欧盟成员国中仅次于德国ꎬ是欧盟第三大

产煤国ꎮ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次于捷克ꎬ是欧盟的第四和第五大产煤

国①ꎮ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是为数不多的生产煤炭的国家ꎬ尽管其产量相对

其他几个中东欧国家来说要少很多(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欧盟主要产煤国煤炭产量 (单位:万吨石油当量)

国别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波兰 ４ ０２０ ７ ４ １７８ ９ ４ ２４８ ９

德国 ２ ３３８ ８ ２ ７５０ ０ ２ ５５０ ０

捷克 １ ０２０ ６ １ ０２４ ６ １ ００９ ６

保加利亚 ３７７ ３ ５０１ ３ ５０６ ３

罗马尼亚 ２５９ ２ ３０５ ８ ２９２ ３

希腊 １６３ ０ １４０ ３ ９０ ３

匈牙利 ９３ ３ ７６ ０ ７５ ５

芬兰 ５３ ２ ５３ ２ ５３ ２

斯洛伐克 ２４ ４ ２６ ８ ２２ ８

爱尔兰 ９ ３ ８ ３ ７ ３

比利时 ４ ９ ４ ９ ４ ８

资料来源:ＥＩＵ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 ｅｉｕ － ｃｏｍ － ｓ ｒａ ｃａｓｓ ｃｎ:８１１８ / ｄａｔａ /

从能源结构来说ꎬ煤炭对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性比欧盟其他国家要大得

多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尽管煤炭在各国能源供给中的占比已经大大

降低ꎬ但截至目前ꎬ煤炭依然是部分中东欧国家十分重要的能源来源ꎮ
２０２２ 年ꎬ煤炭占波兰电力能源的比重仍然高达 ４４ １％ ꎬ高居欧盟第 １ 位ꎻ
捷克和保加利亚紧随其后ꎬ占比分别为 ３０ ８％ 和 ２９ ６％ ꎬ分列欧盟第 ２ 位

和第 ３ 位ꎻ煤炭在德国电力能源供给中的占比也较高ꎬ为 ２０ ５％ ꎬ居欧盟第

４ 位ꎻ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占比分别为 １６％ 和 １３ ２％ ꎬ在欧盟中居第 ５
位和第 ６ 位(见表 ４)②ꎮ 须要指出的是ꎬ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ꎬ受新冠疫情冲

击以及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影响ꎬ世界能源价格居高不下ꎬ特别是 ２０２２ 年ꎬ

—６５—

①
②

ＥＩＵ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 ｅｉｕ － ｃｏｍ － ｓ ｒａ ｃａｓｓ ｃｎ:８１１８ / ｄａｔａ /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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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更是面临严峻的能源短缺问题ꎮ 为应对短期的能源短缺ꎬ欧盟大多数

国家又逆势增加了煤炭供应ꎬ使得煤炭占其能源结构的比重比 ２０２１ 年呈

现上升态势ꎮ

表 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２ 年煤炭在欧盟成员国电力消费中的占比(％)

国别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波兰 ５９ ３ ５４ ５ ５０ ９ ４０ ２ ４１ ９ ４４ １

捷克 ４４ ７ ４１ ５ ３９ １ ３０ ２ ２９ ８ ３０ ８

保加利亚 ３４ ７ ３９ ０ ３５ ８ ２３ ９ ２９ ３ ２９ ６

德国 ２４ ２ ２４ ０ ２５ ７ １６ ０ １８ ６ ２０ ５

斯洛伐克 ２２ ５ ２１ ９ ２０ ０ １３ ９ １５ ３ １６ ０

罗马尼亚 ２２ ７ １９ ９ １８ ５ １０ ９ １２ ２ １３ ２

希腊 ２９ ５ ２８ ４ ２４ １ ９ ３ ８ ３ ８ ８

荷兰 １０ １ ９ １ １５ ２ ５ ９ ７ ９ ８ ３

奥地利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９ ９ ７ ８ ７ ６ ８ ２

爱尔兰 １８ ３ １３ ６ １６ ７ ６ ５ ７ ０ ７ ５

芬兰 １４ ３ １８ ８ １２ ７ ９ ０ ６ ５ ６ ４

丹麦 １９ ７ １９ ６ １１ ２ ４ ７ ５ ９ ５ ７

匈牙利 １０ ８ １０ ３ ９ ３ ６ ４ ５ ０ ５ ５

比利时 ８ ９ ６ ３ ６ ６ ４ ７ ４ ７ ５ １

意大利 ８ ８ ７ ９ ８ １ ３ ７ ３ ８ ４ ８

法国 ５ ２ ４ ６ ３ ７ ２ ４ ３ ６ ４ １

瑞典 ５ １ ４ ９ ４ ７ ３ ４ ３ ５ ３ ０

西班牙 １４ ５ ６ １ １１ ３ ２ ７ ２ ７ ２ ６

葡萄牙 １２ ７ ７ １ １４ ８ ２ ８ １ ０ １ 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对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而言ꎬ煤
炭不仅是重要的能源供应来源ꎬ煤炭的生产和使用部门也是解决就业的重要

力量ꎮ
由于经济和就业对煤炭部门的依赖性较强ꎬ面对煤炭能源的退出ꎬ中东

欧国家必然受到更大的冲击ꎮ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评

估了煤炭地区的“脱碳就业潜力”ꎮ 该研究表明ꎬ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表现出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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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脱碳就业潜力”ꎬ如果煤矿和煤电厂关闭ꎬ清洁能源和能效活动带来

的潜在就业机会无法弥补失去的就业机会ꎮ 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ꎬ中东欧地

区的脱碳是一个社会经济挑战①ꎮ 截至目前ꎬ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已经作

出于 ２０３０ 年或 ２０３０ 年之前退出煤电的承诺ꎬ其中包括 ５ 个中东欧成员国ꎬ
分别是波罗的海三国(２０２１ 年)、斯洛伐克(２０２３ 年)和匈牙利(２０２５ 年)ꎮ 其

他几个中东欧国家承诺退出煤电的时间都晚于 ２０３０ 年ꎬ分别是:罗马尼亚

(２０３２ 年)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捷克(２０３３ 年)ꎬ波兰(２０４９ 年)ꎮ 而保加

利亚迄今尚未作出明确的退出煤电的承诺ꎮ
(二)«可再生能源指令»执行存在较大差异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ꎬ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ꎬ是欧盟实现能源部

门脱碳的根本方法ꎮ 根据 ２０３０ 年实现减排 ５５％的新气候目标ꎬ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欧盟委员会提议修订 ２０１８ 年版的«可再生能源指令»ꎬ将可再生能源目标由

之前的到 ２０３０ 年占比 ３２％提至 ４０％ ②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欧盟意

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ꎬ欧盟委员会因而提议将可再

生能源目标进一步提至 ４５％ ③ꎮ
中东欧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情况差距显著ꎮ 根据欧盟统计数据ꎬ

２０２１ 年拉脱维亚可再生能源占比为 ４２ １％ ꎬ已经接近新的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

能源目标ꎬ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 ３ 位ꎬ仅次于瑞典和芬兰ꎮ 爱沙尼亚的

可再生能源占比也较高ꎬ为 ３８％ ꎬ仅次于拉脱维亚ꎬ在欧盟成员国中名列第

４ 位ꎮ 克罗地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均高于

欧盟平均水平ꎬ分别为 ３１ ３％ 、２８ ２％ 、２５％和 ２３ ６％ ꎬ分列第 ８ 位至第 １１
位ꎮ 其他 ５ 个中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可再

生能源占比较低ꎬ分别为 １７ ７％ 、１７ ４％ 、１７％ 、１５ ６％ 和 １４ １％ ꎬ在欧盟

成员国中居于中后位(见图 ２)④ꎮ 这几个国家都是内陆国家ꎬ发展风能、水

—８５—

①

②

③

④

Ｒ ＡｒｍａｎｉꎬＢ Ｋａｔａｌｉｎ ｅｔ ａｌ ꎬ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ＪＲ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２０２０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ｔａｒｇｅｔｓ － ａｎｄ － ｒｕｌｅｓ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根据最新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ꎬ欧盟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目标为 ４５％ꎬ至
少需要达到 ４２ ５％ ꎮ 欧盟委员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ｔａｒｇｅｔｓ － ａｎｄ － ｒｕｌｅｓ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ｎ

欧盟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ｍａｉ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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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自然条件较差ꎬ而且这几个国家都是典型的制造业国

家ꎬ是欧盟最主要的生产车间和加工车间ꎬ对能源的需求量大ꎬ要落实欧盟

的新能源指令面临更大的困难ꎮ 如果因此导致能源价格上涨ꎬ无疑将对这

些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ꎮ

图 ２ ２０２１ 年欧盟成员国可再生能源占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三)«能源效率指令»目标达成面临较大挑战

２０２３ 年ꎬ欧盟根据新的气候目标修订了 ２０１８ 年版的 «能源效率指

令»ꎮ 根据新的能源效率指令ꎬ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５ 年欧盟国家每年终端能耗应减

少 １ ５％ ꎬ２０２８ ~ ２０３０ 年每年减少 １ ９％ ꎬ最终到 ２０３０ 年欧盟终端能耗要

比 ２０２０ 年减少 １１ ７％ ꎮ 新的能源效率指令将“能源效率第一原则”上升

为成员国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ꎬ要求成员国在制定能源政策和作出相关投

资决策时ꎬ应最大限度地考虑成本效益高的能源效率措施ꎮ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ꎬ无论是初级能源消费ꎬ还是终端能源消费ꎬ大多数中

东欧国家能源效率的提升都比欧盟其他国家困难得多ꎮ 根据欧盟统计数据ꎬ
以 ２００５ 年的能效指数为基数(１００)①ꎬ在初级能源消费方面ꎬ２０２１ 年欧盟成

员国中只有波兰的能源效率显著低于 ２００５ 年ꎬ能效指数为 １１８ １９ꎮ 拉脱维

—９５—

① 文中能源效率以能效指数衡量ꎬ分为初级能源消费能效指数和终端能源消费能

效指数ꎮ 能效指数代表单位活动所消耗的能源数量ꎬ指数越高代表单位活动所消耗的能

源越多ꎬ因而能源效率越低ꎬ指数越低代表能源效率越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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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虽然能效有所改

善ꎬ但程度很低ꎬ能效指数分别为 ９９ ４４、９６ ６８、９４ ６５、９３ ５７、９３ １６、９１ ７８ 和

９０ ４６ꎬ在欧盟成员国中居于中后位ꎮ 其他中东欧国家ꎬ包括立陶宛、爱沙尼

亚和斯洛文尼亚能源效率比 ２００５ 年有较大程度的提高ꎬ能效指数分别为

８２ ３４、８４ ３１ 和 ８７ ３８ꎬ三者能效提高程度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ꎬ且立陶宛的能

效提高程度列欧盟第 ４ 位(见表 ５)①ꎮ
在终端能源消费方面ꎬ中东欧国家能源效率改善情况不佳ꎮ １１ 个中东

欧国家中有 ７ 个国家ꎬ包括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拉脱

维亚和捷克能源效率相比 ２００５ 年不仅没有提高ꎬ反而继续下降ꎮ 特别是波

兰和立陶宛ꎬ２０２１ 年这两个国家终端能源消费能效指数分别为 １２８ ４９ 和

１２１ ２５ꎬ在欧盟成员国中分列倒数第 １ 位和倒数第 ３ 位ꎮ 罗马尼亚、匈牙利、
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捷克能效指数在欧盟列倒数第 ４ 位至倒数第 ８ 位ꎮ 爱沙

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能效有所提高ꎬ但程度非常小ꎬ其能效指数分别为

９９ ０５、９８ ８２ 和 ９６ ２８ꎬ均不足欧盟平均水平ꎮ 中东欧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终

端能源消费能效指数超过欧盟平均水平ꎬ为 ９１ ９８ꎬ在欧盟中列第 １０ 位②ꎮ

表 ５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欧盟成员国初级能源消费和

终端能源消费能效指数一览表

国别

初级能源消费能效指数
(２００５ 年 ＝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国别

终端能源消费能效指数
(２００５ 年 ＝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希腊 ７３ ５８ ６３ ５２ ６７ １３ 希腊 ７７ ００ ６８ ７４ ７２ ３６

葡萄牙 ８８ ８１ ７８ ４６ ７８ ５９ 西班牙 ８８ １４ ７５ １７ ８１ ８７

意大利 ８０ ６８ ７３ １７ ８０ ３６ 葡萄牙 ９０ １１ ７８ ７０ ８２ ３７

立陶宛 ７８ ０１ ７７ ３７ ８２ ３４ 意大利 ８４ ０７ ７４ ８７ ８２ ５５

西班牙 ８８ ６７ ７７ ２１ ８２ ４４ 荷兰 ９０ ８８ ８２ ７９ ８６ ２０

德国 ８８ ６９ ８１ ４９ ８３ ０１ 丹麦 ９２ ３１ ８４ ４３ ８９ ０１

丹麦 ８６ ３３ ７９ １３ ８３ ４６ 法国 ９０ ６０ ８１ ０２ ８９ ４２

马耳他 ９５ ３５ ８０ ９３ ８３ ９２ 爱尔兰 ９８ １０ ８８ ６０ ９０ ３７

—０６—

①

②

欧盟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ｍａｉ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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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国别

初级能源消费能效指数
(２００５ 年 ＝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国别

终端能源消费能效指数
(２００５ 年 ＝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爱沙尼亚 ８８ ５３ ８１ ６７ ８４ ３１ 卢森堡 ９８ ００ ８５ １４ ９０ ７２

法国 ９０ １４ ７９ ７１ ８６ ０１ 斯洛文尼亚 ９４ ５２ ８５ ８９ ９１ ９８

荷兰 ９０ ７１ ８３ ４０ ８６ ６７ 塞浦路斯 １０２ ８８ ８５ ７６ ９２ ０８

斯洛文尼亚 ９０ ００ ８４ ７９ ８７ ３８ 欧盟平均 ９４ ６９ ８７ ００ ９２ ９６

欧盟平均 ９０ ３９ ８２ ４９ ８７ ４０ 瑞典 ９４ ９３ ９１ ８９ ９５ ３７

卢森堡 ９４ ３４ ８２ ４５ ８７ ７１ 德国 ９７ ７３ ９１ ９０ ９５ ４７

瑞典 ９３ ４７ ８４ ２６ ８９ ４７ 克罗地亚 ９５ ４７ ８９ ３９ ９６ ２８

克罗地亚 ８９ ８４ ８４ ８８ ９０ ４６ 比利时 ９７ １４ ９０ ０９ ９７ ３４

罗马尼亚 ８８ ９３ ８５ ７７ ９１ ７８ 芬兰 １００ ９０ ９２ ６２ ９８ ５７

爱尔兰 ９８ ３１ ９０ ０６ ９２ ７３ 斯洛伐克 ９６ ６４ ８９ ７３ ９８ ８２

捷克 ９３ ４８ ８８ ４１ ９３ １６ 爱沙尼亚 １０１ １８ ９６ １３ ９９ ０５

塞浦路斯 １０２ ４２ ８８ ７８ ９３ ３８ 奥地利 １０１ ７０ ９３ ８２ ９９ ８５

斯洛伐克 ９１ ７９ ８７ １５ ９３ ５７ 捷克 ９６ ６４ ９３ ６７ １００ ２４

芬兰 ９５ ５７ ８９ １１ ９３ ７８ 拉脱维亚 １０１ ５５ ９５ ９４ １００ ９７

比利时 ９３ ７８ ８５ ０１ ９４ ４５ 保加利亚 ９７ １８ ９４ １０ １０１ ４０

匈牙利 ９３ ２８ ９０ ６８ ９４ ６５ 匈牙利 ９９ ２６ ９６ １１ １０２ １７

奥地利 ９８ ６４ ９１ ２４ ９６ ４４ 罗马尼亚 ９７ ０５ ９５ ６５ １０３ １４

保加利亚 ９４ ８０ ８９ ４６ ９６ ６８ 立陶宛 １１９ ０４ １１３ ６９ １２１ ２５

拉脱维亚 １０１ ４５ ９４ ９１ ９９ ４４ 马耳他 １５０ ２５ １１７ ４７ １２７ ９１

波兰 １１３ ９２ １１０ １２ １１８ １９ 波兰 １２６ ０５ １２１ ６３ １２８ ４９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四)部分国家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达标困难重重

«欧洲绿色协议»指出ꎬ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占欧盟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的 １ / ４ꎬ且这一标准还在提高ꎮ 为了实现气候目标ꎬ到 ２０５０ 年需要将交通

运输部门排放量减少９０％①ꎮ 在欧盟出台的诸多有关交通运输部门减排的政策

—１６—

①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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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关于汽车减排标准的政策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更为显著ꎮ 根据这一政策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汽车和货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 ５５％ꎬ到 ２０３５ 年将

减少 １００％ꎮ 这意味着从 ２０３５ 年起欧盟市场上将禁止销售内燃机汽车ꎮ 汽车

工业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利的核心产业ꎬ也是波兰和斯洛文尼亚

的重要经济部门ꎮ 根据欧盟统计数据ꎬ２０２０ 年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

利四国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居欧盟前 ４ 位ꎬ分别为 ２２ ６％、
１８％、１７ ９％和 １７ ２％ꎮ 波兰、斯洛文尼亚占比分别为 ８ ８％和 ７ ４％ꎬ分列欧

盟第 ７ 位和第 ８ 位ꎮ 其他几个国家ꎬ包括保加利亚、波罗的海三国和克罗地亚

占比较低ꎬ在欧盟居中后位ꎮ ２０１８ 年ꎬ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四国汽

车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依然较高ꎬ分别为 １５ ７％、
１５ ７％、１３ ７％、１２ ８％ꎬ分列欧盟第 １ 位、第 ２ 位、第 ４ 位和第 ５ 位ꎮ 波兰、斯洛

文尼亚该比重分别为 ７ ５％和 ７ ４％ꎬ分列第 ９ 位和第 １０ 位(见图 ３)①ꎮ

图 ３ 欧盟成员国汽车工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在制造业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产业结构过于集中于汽车工业使得中东欧国家在面对汽车产业政策调

整时经济更具脆弱性ꎬ特别是这些国家的汽车工业主要以跨国汽车企业装配

车间的形式存在ꎬ缺乏研发创新能力ꎬ这使其在面对汽车产业绿色转型时更

加被动ꎮ

—２６—
① 欧盟统计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ｍａｉ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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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东欧国家支持绿色转型的有利因素:公正转型机制

考虑到欧盟成员国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源结构等差

异所导致的面对绿色转型的不同处境ꎬ欧盟在绿色转型中引入重要的公正转

型机制ꎬ对在绿色转型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部门以及人群进行帮助和扶

持ꎬ以减轻转型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ꎮ 公正转型机制一共有 ３ 个资金来

源ꎮ 一是公正转型基金(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ꎬＪＴＦ)ꎮ 这是欧盟新成立的一个

基金ꎬ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财政框架内公正转型基金共计 ７５ 亿欧元ꎮ 受资助的

成员国需要为每 １ 欧元公正转型基金匹配 １ ５ ~ ３ 欧元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ꎬＥＲＤＦ) 和欧洲社会基金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 ＋ ꎬＥＳＦ ＋ )①ꎮ 根据凝聚力政策规则ꎬ上述资源将得到国家共同融

资的进一步补充ꎬ由此撬动的资金总额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将达到 ３００ 亿 ~ ５００
亿欧元ꎮ 二是“投资欧洲(ＩｎｖｅｓｔＥＵ)”计划ꎮ 该计划内的一部分融资集中在

公正转型对象上ꎬ将调动总额达 ４５０ 亿欧元的投资ꎮ 三是欧洲投资银行的公

共部门贷款机制ꎮ 在欧盟预算支持下ꎬ可调动 ２５０ 亿 ~ ３００ 亿欧元的投资ꎬ主
要用于向公共部门提供一次性贷款ꎮ 上述 ３ 个途径合计至少 １ ０００ 亿欧元的

公正转型资金ꎬ用以帮助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间受绿色转型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应对转型冲击ꎮ 此外ꎬ从新冠疫情后欧盟建立的总额达 ８ ０６９ 亿欧元的“下
一代欧盟”复苏基金(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Ｕ)中划拨了 １０９ 亿欧元补充公正转型

基金ꎮ ２０２１ 年ꎬ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新的适应气候变化战略ꎮ 根据这一战

略ꎬ欧盟凝聚力政策下至少 ３０％ 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 ３７％ 的凝聚力基金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ꎬＣＦ)需投资于气候行动ꎮ
中东欧国家是欧盟凝聚力政策的主要受益方ꎬ也是公正转型基金的主要

帮扶对象ꎮ 根据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凝聚力政策框架内各基金在气候计划中的划

分情况ꎬ波兰是最大的受益方ꎬ该国获得的基金数额占欧盟总额的 ２２ ７３％ ꎬ
居欧盟第 １ 位ꎮ 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利获得的气候基金分别占欧盟总额的

７ ５９％ 、６ ５３％和 ６ ０６％ ꎬ分列第 ４ 位、第 ５ 位和第 ７ 位ꎮ 斯洛伐克、保加利

亚、克罗地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获得的份额相对较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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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ꎬ但也列欧盟第 １１ ~ １７ 位ꎬ高于大多数西欧成员国(见表 ６)①ꎮ

　 　 表 ６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欧盟凝聚力政策框架内各基金划分金额 (单位:亿欧元)

国别
欧洲

凝聚力基金
欧洲区域
发展基金

欧洲
社会基金 ＋

公正
转型基金

总计 占比(％ )

波兰 ７０ ８６０ １５７ ０５０ ２ ９９０ ３８ ４７０ ２６９ ３７０ ２３ ２３
意大利 ０ ０００ ８８ ０４０ ２０ ２９０ １０ ３００ １１８ ６３０ １０ ２３
西班牙 ０ ０００ ８８ ５１０ ６ ８６０ ８ ３５０ １０３ ７２０ ８ ９５

罗马尼亚 １３ １９０ ５４ ２３０ １ １８０ ２１ ４００ ９０ ０００ ７ ７８
捷克 ２９ ５３０ ３１ ２８０ ０ １５０ １６ ４１０ ７７ ３７０ ６ ６８

葡萄牙 ２６ ９９０ ３６ ０９０ ７ ５００ ２ ２４０ ７２ ８２０ ６ ２８
匈牙利 ２１ ７１０ ４６ ７７０ ０ ７２０ ２ ６１０ ７１ ８１０ ６ ２０
希腊 １１ ５３０ ３２ ９３０ ３ ４５０ １３ ７５０ ６１ ６６０ ５ ３２
德国 ０ ０００ ３２ ９９０ ３ ５４０ ２３ ８２０ ６０ ３５０ ５ ２１
法国 ０ ０００ ２６ ３６０ ３ ８８０ ９ ９００ ４０ １４０ ３ ４６

斯洛伐克 １０ ９７０ ２３ ２３０ ０ ７２０ ４ ５９０ ３９ ５１０ ３ ４１
保加利亚 ８ ３８０ １７ ９４０ １ ５２０ ０ ０００ ２７ ８４０ ２ ４１
克罗地亚 ４ ６８０ １７ ５８０ ０ ８４０ １ ７９０ ２４ ８９０ ２ １５
立陶宛 ６ ３９０ １０ ９１０ ０ ０００ ２ ６３０ １９ ９３０ １ ７１

爱沙尼亚 ５ ０１０ ５ ８１０ ０ ０００ ３ ４００ １４ ２２０ １ ２２
拉脱维亚 ３ ９８０ ７ ７１０ ０ １５０ １ ８４０ １３ ６８０ １ １７

斯洛文尼亚 ５ ３１０ ４ ８６０ ０ １５０ ２ ４９０ １２ ８１０ １ １０
芬兰 ０ ０００ ３ ０５０ ０ ６４０ ４ ４８０ ８ １７０ ０ ７０
荷兰 ０ ０００ １ ８１０ ０ １８０ ５ ９９０ ７ ９８０ ０ ６８

比利时 ０ ０００ ３ １２０ ２ ０５０ １ ７６０ ６ ９３０ ０ ５９
瑞典 ０ ０００ ２ ７００ ０ １００ １ ５００ ４ ３００ ０ ３７

塞浦路斯 １ ０６０ １ ６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１０ ３ ６７０ ０ ３１
奥地利 ０ ０００ １ ５７０ ０ １６０ １ ３１０ ３ ０４０ ０ ２７
马耳他 ０ ７９０ １ ３８０ ０ ０３０ ０ ２３０ ２ ４３０ ０ ２１
爱尔兰 ０ ０００ １ １９０ ０ １２０ ０ ８１０ ２ １２０ ０ １８
丹麦 ０ ０００ ０ ８００ ０ ３７０ ０ ８９０ ２ ０６０ ０ １７

卢森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９０ ０ １８０ ０ ０１
总计 ２２０ ３８０ ６９９ ５７０ ５７ ６２０ １８２ ０６０ １ １５９ ６３０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凝聚力政策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ｄａｔａ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ｓ /

ｍｄｔ２ － ｑｖｋｄ /

—４６—
① 欧盟委员会凝聚力政策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ｄａｔａ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ｓ / ｍｄｔ２ －ｑｖｋ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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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由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推动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转型是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ꎬ也是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ꎮ 欧

盟的气候目标显示了其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领先地位的决心和抱负ꎮ 欧盟

的核心国家德国等国在绿色技术的诸多领域都享有世界领先地位ꎬ但欧盟在

数字技术方面整体上落后于美国甚至中国等国ꎮ “绿色新政”推动下的绿色

转型是欧盟发挥其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和领先优势、抢占新一轮技术

革命的绿色制高点、塑造气候领导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ꎮ 然而ꎬ鉴
于欧盟成员国之间高度的异质性ꎬ绿色转型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高度不同

的ꎮ 对于已经在绿色经济和绿色技术方面领先的欧盟成员国而言ꎬ欧盟的绿

色转型无疑将为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机遇ꎮ 而对于尚处于经济赶超过程、
工业比重大、传统能源依赖度高、技术创新能力弱且高度依赖外部技术的中

东欧成员国而言ꎬ不仅距离欧盟“绿色新政”的政策目标更为遥远ꎬ为落实欧

盟气候政策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ꎬ而且还要承受经济成本上升、失业增加等

多方面压力ꎬ拖累原本就已经乏力的经济增长ꎬ从而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

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ꎮ 尽管欧盟意识到绿色转型对某些地区、部门和人群

可能造成非对称冲击ꎬ引入了公正转型机制ꎬ但公正转型机制资金规模毕竟

有限ꎬ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凝聚力政策下的区域发展基金和凝聚力基金

提供的ꎬ因而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绿色转型对脆弱地区及人群的冲击ꎮ
总之ꎬ在自身缺乏核心技术推动的情况下ꎬ靠欧盟政策外力推动绿色转型的

中东欧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ꎮ 中东欧国家将付出更大的转型成本ꎬ却不能获

得对等的收益ꎮ 最近几年ꎬ受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影响ꎬ中东欧国家经济

持续低迷甚至陷入衰退ꎬ更加剧了短期内进行绿色转型的困难ꎮ 然而ꎬ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关于气候变化的“欧洲晴雨表”的调查中ꎬ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捷克、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将气候变化视为“严重问题”的比例

与 ２０２１ 年相比大幅降低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居民对欧盟绿色转

型的不同态度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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