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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可能性在德国各个政党中

都得到了认可，该国本计划于今

年年底逐步淘汰三座核电站，现

在可能考虑推迟这项动作。

不可忽视的是，使用核能面临

的另一问题是其前期规划和准备都

需要花费比较多的资源；一旦核电

站运行，其生命周期通常为 50—60

年，对未来的影响较大。而燃煤电

站在这方面就灵活许多，生命周期

通常为 20 年左右；而且可以对其进

行技术调试，发展碳捕集、封存和

利用技术，实现清洁利用，做到减

排承诺和能源安全不一定相互矛盾。

燃煤电厂只要不拆除，就可以根据

实际的能源局势变化“随时关，随

时开”。

“煤炭作为能源的优点和缺点

都很明显。当前欧洲各国加大对煤

炭的消费，是为了保障基本民生、

社会稳定和企业生产的无奈之举、

权宜之计。”周伟铎表示。

碳中和方向未变

长久以来，欧洲都在寻求成为

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者，这不

仅是为了抢占道义上的话语权，也

是直接由其在区域能源领域的禀赋

决定的。欧洲很早就意识到自身在

化石能源上过于依赖进口，因此很

积极地推动自身能源结构的转型和

减排。它对自身可能面临当前的能

源危机情况也有所预测，但即使有

所准备，也无法避免受到实质影响，

因为这种转型是长期的过程，还在

进行当中，并未完成。眼下，欧洲

各国只能面对这样的现实：俄罗斯

的天然气总归是最实惠的，如果不

买它的，就要花大价钱买其他途径

的。

在周伟铎看来，目前欧洲在环

境政策上的“开倒车”，无疑损伤

了其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和影响

弥补天然气短缺带来的能源供应缺

口。此外，为保障能源供应，印度、

日本、韩国等国也陆续加大了煤炭

用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伟铎向《新

民周刊》记者表示：从数量上而言，

与天然气和石油相比，欧洲在煤炭

上对俄罗斯的依赖要更小。从供应

路径上而言，俄罗斯供给欧洲的管

道运输天然气和石油显然比从美国

等地海运的成本低得多；而欧洲对

煤炭进口地的选择就丰富不少，如

可以从美国、哥伦比亚和澳大利亚

等地进口煤炭。这些都是欧洲选择

复苏煤炭的原因。

欧洲即将迎来 2022 年的冬季，

而天然气在其供暖中起着核心作用。

不过，欧洲国家并非将替代能源只

锁定在煤炭上，核能也重新进入德

国等国的视野。此前，欧盟宣布核

能和天然气是“绿色能源”，其中

对核能的如此认定主要源自法国的

推动，因为该国 70% 的能源正来自

核能。

“但欧洲各国对核能的态度并

不是铁板一块。”周伟铎说。德

国当前执政联盟中绿党的势力较

大，该党之前并不认可核能为“绿

色”。他们的顾虑主要在于核电并

不是可再生能源、有核废料产生，

且在地震、海啸、战争等不可抗

力因素影响时有明显的安全隐患。

最近有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被炮击，稍远有日本福岛核电站

事故，这让他们感到现实的威胁。

因此，德国此前准备逐步淘汰核

能而大力使用天然气。然而，眼

下的能源危机让电力短缺时重启

上 图：2022 年 7 月

8日，普京当天在召

开俄政府会议时表

示，如果对俄罗斯的

制裁政策继续下去，

可能会导致“全球能

源市场出现更严重、

甚至是灾难性的后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