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neutralizatio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issue. 
Russia and other Eurasian countrie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t the strategic level, they clearly state their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and put forward clear targets 
for clean electricity;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y acceler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ies, promote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trengthen hydroge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channels. The countries in Eurasian 
region have significant momentum for energy transition, 
including resource endow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of global energy technology, their strong energy 
industry foundation, and the leading role of neighboring regions. 
Meanwhile, regional countries still face a series of obstacles, 
including path dependence on fossil energy resources, turbul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me countries, turbulence in 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energy game. In the new era, 
the focus of energy transi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asian countries should b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energy 
industry and transnational power interconnection. It is suggested 
to adopt the order of trade leading, technology follow-up and 
joint development to promote 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entered on China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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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中和背景下，世界多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共

识，俄罗斯等欧亚地区国家与时俱进，在战略层面明确表态

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出明确的清洁电力目标，在实践层面加

快技术引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拓展氢能开发和能源通道

建设。欧亚国家具备转型的显著动能，包括可再生能源的资

源禀赋、全球能源技术发展、自身较强的能源产业基础、邻

近区域的示范与带动作用等。同时，区域国家仍面临一系列

突出阻碍，包括对化石能源资源的路径依赖、部分国家的动

荡政局、区域国际关系波动及全球能源博弈等。在新时期，

中国与欧亚国家能源转型合作的着力点应放在清洁能源产业

和跨国电力互联互通建设，建议采取贸易先导—技术跟进—

共同开发的顺序，持续推动以中俄为中心的地区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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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日益严峻，能源转型大势所

向，但是世界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各国能源转型的进

展相去甚远。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明确向

世界表态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体

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决心。在此呼吁下，“碳

中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但在各个国家内

部的反应差别较大。

能源转型本是漫长的复杂过程，而欧亚地区国家

（本文研究主要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以及

俄罗斯），特别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资源依赖型经济

体，在世界能源转型的潮流和欧洲等传统市场能源转

型的影响下，其能源发展战略也在发生显著变化。

本文通过梳理欧亚国家对碳中和的认知与表态，

分析其政策调整和转型实践，由表及里地剖析其能源

转型的动能和机遇，以及面临的阻碍，由此展望未来

中国与欧亚国家的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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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中和背景下的欧亚地区国家能源转型

1.1  欧亚国家对碳中和的认知与表态

截至2021年上半年，已有130余个国家和地区提

出了“碳中和”的气候目标。英国能源与气候智囊

（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的净零排放跟踪

表统计了各个国家进展情况[1]，欧亚地区国家中仅哈

萨克斯坦对“碳中和”的气候目标做出承诺和表态。

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一次能源出口

国和第二大油气生产国，化石能源行业是经济发展的

支柱，能源相关收入占其预算收入的40%，多年来秉

持“能源立国”方针，直到2019年9月才正式宣布加

入《巴黎协定》。

关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俄罗斯经历了

长期的态度转变过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府认

为全球变暖可能带来潜在利益，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一

直较为消极。由于全球舆论的变化和俄罗斯极端天气

的频发， 2008年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俄罗斯政府

开始对气候变化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当前，俄罗斯

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列世界第四，温升速度仍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根据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的

数据，俄罗斯北极地区温升速度为全球其他区域的两

倍。在俄罗斯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能源行业的排量

占比高达79%[2]，这使俄不得不考虑，能源效率、可

再生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不仅与气候变化紧

密相关，还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关乎环保和经济双

重战略利益。

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率先宣布2060年实现

碳中和目标，但总体上减排困难重重。哈萨克斯坦是

中亚地区最大国家，作为全球第九大石油出口国，石

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3%，油气行业是其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近年来政府已将改善生态环境

和实现能源稳定供应列为两大优先要务。2021年，哈

萨克斯坦将碳排放配额缩减了1.5%，未来8年计划每

年缩减2%，10年内将累计缩减20%。在哈萨克斯坦

政府看来，加强碳减排力度并最大限度发挥新能源产

业优势，可以避免过度依赖化石能源，也是实现能源

转型的最佳途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油气资

源丰富，火电占比接近90%。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上

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凭借地理优势，大

力发展水电，水电占比均超过95%。鉴于苏联时期的

发展基础和地区资源禀赋，中亚各国近年来着力加快

工业发展速度，正在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农业并重的

国家转变，虽然都表示愿意积极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

务，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优化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绿

色发展，但短时间内，为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因

素和推动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亚国家很难以牺牲经

济的代价确保气候目标的实现。

1.2  欧亚地区国家能源政策的调整

各国政府是决定能源转型进程的关键力量，在很

多情况下，甚至能决定整个国家是否处于转型的轨道

上[3]。当前，俄罗斯已将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减排和

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攻

方向，中亚五国也都颁布了有关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的专门法律和战略规划。

2020年，俄罗斯能源经济受到新冠疫情肆虐、国

际油价低迷、气候危机严峻和能源转型加速的多重压

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在坚持

传统能源立国的方针不改变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可再

生能源以期达到丰富能源供给种类和应对气候危机的

目标。《俄罗斯联邦可再生能源发电支持规划》[4]提出，

2014—2024年俄罗斯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

量目标：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及2.5万kW以下小型

水电是政府支持的重点，新增装机容量累计计划分别

达到360万kW、152万kW、75.1万kW，此期间合计

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587.1万kW[5]。2020年底，俄政

府决定将该支持规划延长至2035年，届时计划将太阳

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占比要从当前的1%提高至4%。与此同时，俄罗斯有

意通过氢气产业获得能源和经济发展新驱动力，2020
年10月公布了本国第一份氢能战略报告——《2020—
2024年俄罗斯氢能发展路线图》[6]，并纳入《2035年

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计划由俄天然气公司、俄

原子能公司主导，2024年前在境内建立一个全面涉及

上下游的氢能产业链。

哈萨克斯坦从2009年通过《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

法》，到2013年确定建立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经济转

型模式，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稳步

发展，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已从2014年的17.8万kW 
增至2020年的163.5万kW，截至2020年底，占全国总

发电量的3%。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推动落实《绿色经

济转型构想》，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政府的优先任务

之一，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

根据规划，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将提高至

6%，2030年将达到15%，2050年进一步提高至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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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于2019年2月批

准了《2030年前电力领域改革发展规划》[8]，核心目

标是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和电力生产低碳化。计

划至2030年前，水电站装机容量由190万kW扩容至

380万kW，核电站装机容量由0扩容至240万kW，风

电站装机容量由0扩容至170万kW，光伏电站装机

容量由0扩容至500万kW，相关项目总预算为350亿

美元。

吉尔吉斯斯坦在《2019—2024年工业可持续发展

战略》中披露，到2030年将年发电量增加一倍，即由

2015年的109亿kWh增加到2030年的199亿kWh。为达

到上述目标，其核心措施是发展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

目和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的项目。

塔吉克斯坦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居世界第八位，

把“水电兴国”作为基本国策，力争打造成为地区电

力出口大国。塔吉克斯坦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

作为主要目标市场，视哈萨克斯坦、印度、俄罗斯、

中国等为潜在市场，在苏联综合开发设计的基础上，

制订了水电开发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至2025年，年

发电量达到800亿kWh，出口475亿kWh。
2021年3月，土库曼斯坦《可再生能源法》正式

生效，是中亚五国中最后一个制定此法的国家。该法

律定义了可再生能源领域活动的法律、组织、经济和

社会基本原则，希望通过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清

洁能源，完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样化，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1.3  欧亚地区国家能源转型实践

俄罗斯重点发展天然气和氢能出口。天然气具有

清洁、低碳、高效等优势，很可能会是一次能源中

仅有的需求加大的化石燃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中，全球天然气需求上升了40% [9]，并逐渐侵蚀石油

和煤炭份额。而且，俄罗斯特别关注LNG（liquefied 
natural gas）市场前景，主要由于天然气管道运输的

成本虽然具有价格优势，但不具备灵活性，买卖关系

容易形成固化依赖。2019年，LNG在世界天然气贸易

中的份额已经超过三分之一[10]。近年来，俄罗斯液化

天然气产业已进入快车道，除了2017年12月已经顺

利投运的亚马尔项目，北极LNG 2项目、北极LNG 1
项目以及Obskaya LNG项目均已获得融资并批准建

设。诺瓦泰克公司表示，上述项目完工后，总产能

可达到7000万t/a，同世界第一大LNG出口国卡塔尔

的LNG年产能相当。氢能方面，俄罗斯现有的三大

制氢基地（列宁格勒核电厂、科拉核电厂和乌斯特—

斯雷德尼坎雅水电站）皆位于边境地区，出口方便，

希望通过天然气管道掺氢出口至欧洲，使氢成为继

天然气之后出口欧洲的又一重要能源资源，支撑这

一计划的是将于今年建成的“北溪-2”管道，俄有

望在日趋增长的全球氢能市场中占据主动。清洁能

源方面，2018—2020年，以罗斯托夫、卡尔梅克等

地为代表的俄中南部地区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成效

显著。三年间，俄罗斯可再生能源项目分别新投产 
30万kW、60万kW和100万kW。

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积极

推动清洁能源项目落地。2021年6月，由中国和哈萨

克斯坦企业合资建设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扎纳塔

斯100 MW风电项目顺利投运，40台2.5 MW风电机组

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实现全容量成功并网，推动了能源

体系“去碳化”进程。此前，2019年1月，在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EBRD）和绿色气候基金（GCF）的支

持下，中亚最大太阳能项目—“萨兰”100 MW光伏

电站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卡拉干达地区已成功投运。至

此，哈萨克斯坦根据资源禀赋，已逐步形成“南风

北光”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乌兹别克斯坦外贸

投资部与阿联酋马斯达尔（Masdar）清洁能源公司于

2020年6月正式签约，计划在纳沃伊州建造50万kW大

型风电场。一期工程预计于2022年中期投运，装机容

量为25万kW，剩余工程将于2023年底前全部投运[11]。

2018年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先后与德国西门子、阿

布扎比未来能源、土耳其Etko Co Enerji A.S等公司签

署了超过100万kW的风电项目合同。

2	 欧亚地区能源转型的动能

2.1  天然基础：资源禀赋与有利区位

俄罗斯拥有极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当前，

俄罗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来源以水电为主，装机容量

占比超过20%，即便如此，与俄罗斯国土蕴含的巨大

水电潜能相比，目前的开发程度仍然较低，仅开发了

约四分之一[12]，水电开发潜力集中在西伯利亚和远东

地区，人口密度低、电力需求小、电力外输基础设施

落后等因素制约了当地水电发展。为缓解俄境内局部

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减少对输变电领域的投资和自

然环境的破坏，俄政府近年来大力支持境内小水电的

发展。俄罗斯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太阳能资源充足，日

辐射量年均达到3.5~4.5 kWh/m2，夏天部分地区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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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Wh/m2，年发电量能达到1200~1500 kWh/m2。

太阳能和风能是中亚最具发展优势的可再生能

源。中亚五国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基础特点明显，多

样性的自然条件使哈萨克斯坦各类可再生能源都具

有巨大的利用潜力，包括：风能9290亿kWh/a；水能 
1700亿kWh/a；太阳能25亿kWh/a。乌兹别克斯坦位

于亚欧大陆深处，太阳能资源丰富，年平均日照时间

逾3000 h。土库曼斯坦的风能和太阳能丰富，可利用

风能为6400亿kWh/a，太阳能为14亿kWh/a。吉尔吉

斯斯坦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包括：小型水电，50~80亿

kWh/a；太阳能，4.90亿kWh/a；风能，4.46亿kWh/a；
生物能，13亿kWh/a。塔吉克斯坦的水能居世界第八

位，分别位居独联体和中亚五国中第二和第一位[13]。

欧亚地区是连接欧洲大陆经济发达地区与亚太经

济高速发展地区的纽带。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处于欧亚

大陆的中心，拥有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东接亚太地

区，西接欧洲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既可以与亚太地区

发展广泛的能源贸易关系，加强沟通，增强相互了

解，向亚太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出口能源资源；又能加

强与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的联系，获取其资金和技术支

持，助力欧洲国家的碳中和进程。

2.2  技术方面：全球技术进步和氢能发展基础

随着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及成本下降，氢能有

望成为俄油气行业新的发展方向。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世界可再生能源出现三大趋

势：一是成本持续降低并最终实现平价上网；二是新

的技术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得到更多应用；三是越来

越多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14]。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报告数据显示，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成本继续同比大幅下降。聚光太阳能热发

电 （CSP） 成本下降 16%，陆上风电成本下降13%，海

上风电成本下降 9%，太阳能光伏成本下降7%[15]。大

多数新建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已经比最便宜的化

石燃料发电成本要低。越来越低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

本，使得可再生能源大规模代替煤炭发电成为可能。

俄罗斯本身具有较强的能源产业基础，未来随着

欧盟等主要能源进口国相继推出氢能和高额碳税政策，

俄罗斯有望加快氢能发展予以应对。例如欧盟氢能战

略提出，计划在欧洲天然气管网中注入更多氢气，俄

罗斯未来有望跟进。一是俄北极天然气储量丰富，核

电产量过剩，制氢成本低廉。咨询机构Energy Net
预测，2020—2025年俄产氢成本将低至3.38美元/kg， 

预计将获得全球10%~15%的市场份额。二是俄与欧亚

地区天然气贸易机制成熟，且欧亚地区是全球主要用

氢市场，有利于俄出口氢气。三是俄罗斯天然气管网

发达，未来可通过天然气管网向欧亚地区出口氢。

2.3   外部促进：世界能源转型大势和邻近国家碳

中和加速的冲击

欧盟等邻近地区的碳中和进程加速，世界能源转

型已是大势所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欧亚地区国

家支柱的能源经济对外部依赖性极高，国际环境稍有

变化就会对其造成较大影响。欧洲是欧亚地区国家能

源出口的主要市场，把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安全的重

要保障和实现碳中和的有效方式，鼓励推动科技创

新，加大投资与供应，逐步减少对碳氢燃料的进口依

赖。总体看，高油价、高气价和高煤价的时代已成为

过去。

欧盟委员会提出，“碳边境税”拟从2026年开始

实施，2023—2025年为“碳边境税”实施过渡期。相

关征税方案将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兼容。自

2026年起至2035年，随着免费碳排放配额逐步收紧直

至不再发放，“碳边境税”将逐步提高至100%全额征

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表示，欧盟全额开征“碳

边境税”后，具有大量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指

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

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

集合）的俄罗斯商品出口商每年或将为此至少向欧盟

支付11.3亿欧元。此外，为应对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

（CBAM），欧亚经济联盟（EEU）也召开专题研讨会

议，一是要建立自身气候环境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

（如成立碳交易市场），加快各国企业节能减排进程；

二是要成立特别工作组，在《2025年前欧亚经济一体

化战略发展方向》框架下，制定EEU气变行动一揽子

方案；三是要制定系列评估框架，科学分析EEU一体

化进程及CBAM对各成员国经济的影响，提出对应解

决方案[16]。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

与能源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油气行业至今仍是俄联邦

预算总收入和出口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分别占40%
和60%左右。近年来国际局势多变，让俄罗斯主导国

际能源市场的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同时也对本国经济

造成深远影响。俄罗斯的能源转型一直面临艰巨的挑

战，其投入巨大精力和成本推动能源转型，因为能源

转型对其远不只是能源问题，而是涉及根本上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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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还关系到工业政策和经济发展道路。因此，俄

罗斯相关政策实际上并不明确甚至有反复性，政府部

门间、政府与企业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大程度上

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治考量在很大层面上阻碍

了能源变革，同时国际油价和欧美制裁等外部压力也

使俄罗斯试图更多、更快挖掘化石能源的现实收益。

3	 欧亚地区国家能源转型的阻碍

欧亚地区国家具备能源转型基础和机遇的同时，

受资源禀赋、世界能源价格下降、技术发展限制和政

局波动等因素影响，能源转型速度和可再生能源增速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1  能源依赖型国家根深蒂固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俄罗斯仍然强调化石能

源产业的基础性地位。2020年6月10日，俄罗斯能源

部发布的新版《2035年前能源战略》指出，俄罗斯经

济对能源的依赖性并未得到改观，而且其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内还是国民经济的主力[17]。油气依赖是俄罗

斯经济的固有顽疾之一[18]，能源产业几乎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四分之一、投资的三分之一、出口的二分之一

及预算收入的约40%。俄罗斯官方曾乐观预测未来能

源需求，判断将出口更多的化石能源，仅石油由于需

要加大炼制而略降，煤炭出口将增长86%、LNG将增

长603%。尽管俄罗斯一直致力于优化经济结构，但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改变油气经济的主导地位。 
俄罗斯2035年前的能源战略[17]仍在强调传统的碳

氢化合物，没有关注于脱碳和能源效率问题。俄罗斯

能源转型战略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俄罗斯能源部部长曾表示，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占

比将仅为汽车总量的1%，并不会影响石油需求。正

在制定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法》草案却并没有

明确规定任何温室气体的减排或改造工作。目前，主

导能源多元化政策的是能源公司而非政府。在利润而

非气候变化问题的驱动下，一些俄罗斯公司开始关注

可再生能源和氢气市场。俄铝已经采取了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措施。俄气和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则宣布计划

加强氢气的出口，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和日本。卢克石

油公司在本公司的能源展望中提到加快推进二氧化碳

捕获和储存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推崇环保

的可再生能源，俄罗斯政府将被迫解决油气依赖这一

敏感问题，并进行多元化的痛苦改革。

中亚五国均是典型的能源资源依赖型国家，哈萨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油气资源丰

富，属于油气输出大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则缺少油气资源，属于非油气输出国，但由于苏联时

期的经济分工至今影响中亚地区国家与俄罗斯的经贸

联系，加上中亚国家一大部分收入是靠在俄罗斯工作

获取的侨汇，因此中亚受俄罗斯经济影响较大，油价

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也会影响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等国。

3.2  国内政局动荡和国家关系波动

欧亚国家尚有历史遗留问题未决。塔吉克斯坦的

内战、俄罗斯的两次车臣战争、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

和南奥塞梯的矛盾、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

突、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以及乌克兰西部与东部

及南部在历史文化和政治诉求上的差异等都有着深刻

的历史原因，阻碍了各国的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甚至使国家陷入危机或者准危机状态，使电网互

联互通难度加大，也拖累了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的

速度。

中亚地区各国内政不稳，外部也承受冲击，很难

集中力量进行能源转型。中亚地区国家控制力不足，

每逢总统换届选举就会引发政局动荡。哈萨克斯坦内

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反动派趁机发难，局势不时出现

复杂变化；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大选后也出现大规模

抗议活动，甚至出现武装冲突；土库曼斯坦因天然气

价格波动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恶化，从而出现

政局危机。此外，中亚周边安全形势也带来诸多挑

战，2020年9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地区又发

生冲突，阿富汗局势长期混乱。美国、俄罗斯等大国

不断加大力度参与中亚地区的事务，特别针对一体化

进程和各国内政外交，持续根据进展进行调整。中亚

各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3.3  国际能源转型的影响与竞争

美国对俄欧能源合作的阻碍较大。俄罗斯在与德

国等欧洲国家合作的“北溪2号”输气管道项目建设

过程中，一直受美国威胁：特朗普总统曾公开声明会

对此项目进行制裁，甚至会将制裁目标扩展到欧洲投

资者和天然气客户。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该项目使俄

罗斯与欧洲的天然气合作更为紧密，直接侵害到美国

对欧出口天然气的利益。

中东地区为满足城市化进程、人口增长和减排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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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发展需求，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都出台了可

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计划充分利用自然禀赋以开发绿

色能源，加快能源转型，助力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

展。与此同时，发展清洁能源离不开资金投入，需要

吸引大量外资的参与，沙特、阿联酋和伊朗积极为清

洁能源项目吸引外资，势必对俄罗斯、中亚国家的转

型构成竞争关系。

4	 中国与欧亚国家能源转型的合作展望

全球大规模的“碳中和”行动必然会影响资源、

空间和国家实力之间的既有联系，并引起各国力量对

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调整[19]。欧亚地区国家能源转

型需要抓住碳中和的机遇，加强对外合作以扬长避短

取得共赢。在全球碳中和及世界能源转型的背景下，

欧亚地区国家面临自身能源转型的重大课题，通过分

析这些国家的表态、政策和实践，深入剖析其能源转

型的动能与障碍后发现，中国作为其邻国，无论是地

缘位置还是资源能源条件都具有较大优势。

第一，清洁能源产业合作前景广阔。中国近年来

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和

推广发展快速，形成一定规模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

基础产业链。这体现在热发电关键技术的进展，太阳

能光伏电池制造达到国际水平、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2009年风电装机容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风电投

资和机组装备技术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鼓励生

物质能的研发和技术提升。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但技术装备水平跟

不上发展需求，特别是太阳能、风能暂无发电能力。

从目前来看，中方技术、资金、市场与俄罗斯能源资

源潜力形成互补，双方需要加强企业间的信息交流，

展开市场调研促进务实合作。

第二，需要加强跨国电力互联互通建设。根据全

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研究，规划未来跨区跨

国的欧亚地区电网互联，是大规模开发和消纳可再生

资源的系统性方案。根据可再生能源禀赋建设俄罗斯

水电基地、萨哈林岛风电基地、巴伦支海风电基地、

中亚水电风电基地等，实现哈萨克斯坦—德国、俄罗

斯远东外送通道等跨洲电网互联，将取得可观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20]。

第三，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合作遵

循贸易先导—技术跟进—共同开发的顺序。双边的可

再生能源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涉及的政策、技术、

市场开发及合作机制等还在探索之中。首先要以贸易

促合作，推进可再生能源产品和电力的进出口贸易，

组织科研技术合作，联合建立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

相关机制，再深化投融资合作，联合企业共同开发小

水电站、风电场等，持续创新可再生能源合作机制和

模式[21]。

第四，持续推动以中俄为中心的地区多边合作。

中俄作为世界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号召力更强，发挥

主导作用能更好地促进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多边合作。

俄罗斯虽然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但是受到资

金、技术等条件的限制，需要对外合作才能加快开发

进程。随着俄罗斯相关政策完善和市场日趋开拓，相

关国际合作不断增多，吸引了大量外资展开合作。中

国可以抓住机遇，积极开拓与俄方的可再生能源项

目，争取带动欧亚地区国家互利共赢，加强交流对

话，积极促进与欧亚地区国家可再生能源多边合作机

制的建立。

5	 结论

碳中和背景下欧亚地区国家能源转型面临巨大的

机遇和挑战，而且，这一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比较复

杂，能源领域的国际博弈持续激烈，各方的利益诉求

随着力量对比、局势转变而不断变化。当前，俄罗斯

和中亚国家在碳中和背景下需要发挥丰富可再生能源

资源禀赋的优势，运用处于欧洲大陆经济发达地区与

亚太经济高速发展地区连接部的区位优势，跟上世界

能源转型潮流，克服深度依赖化石能源、地区国家关

系波动和同类型资源国家经济竞争的困难，走出绿色

转型、清洁发展的新路。中国与欧亚国家能源转型合

作的前景广阔，特别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领

域具备快速发展条件，跨国电力互联互通建设也已具

有规划方案，需要各方协同进行“贸易先导—技术跟

进—共同开发”，持续推进大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此

外，必须时刻关注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变化，以及这

些变化对欧亚地区国家产生的效应，确保转型进程良

性发展、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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