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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能源安全的中亚取向 
王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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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地区，其能源进口严重依赖俄罗斯

的现实，并将对其能源安全和政治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为改变这一状况，欧盟积极展开能源进口多元

化的外交活动，加大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力度，提升该地区在其外交事务中的地位，以确保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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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2月俄乌“斗气”和 2006年 12月俄白
“油气”大战，导致俄罗斯输往欧洲的油气中断。
2008年 8月俄格冲突致使英国石油公司(BP)出于
安全考虑关闭了两条途经格鲁吉亚的原油和天然
气管道[1]，唯一避开俄罗斯的巴库——第比利斯
——杰伊汉石油管道八月份输出量减少一半。由

于欧盟对俄罗斯的严重能源依赖（25%左右的石
油与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在上述事件中欧盟“深
受其害”但还未能对俄罗斯实施实质性的制裁。这
给欧盟一个明确的警示：能源进口严重依赖俄罗
斯的畸形态势将严重影响其未来的能源安全，并
制约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由度。因此 2006年 3月
欧盟公布《欧盟能源战略：稳定、竞争和安全》
战略报告，2007年 6月欧盟颁布《欧盟与中亚：
新伙伴战略》，2008年以来加大对中亚的能源外
交活动。 

一、欧盟、中亚的能源状况比较 

 2004年欧盟 25国以初级能源消费达到1757
万吨油当量跃居世界第二，占全球消费量的
14%—15%，仅次于美国。2006欧盟的 GDP（按
官方汇率计算）以 13.74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
13.2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而欧盟
的能源安全困境主要来自六个方面：（一）自身
储量有限且开采能力逐渐下降，据统计欧盟成员

国拥有的煤炭储量、石油储量、天然气储量分别
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 7％、0.6％和 2％，且大部
分能源分布在条件恶劣的北海地区，开采成本高

昂。到 2030年欧盟石油、天然气、固体燃料、核
电的开采量将分别减少 73%、59%、41%和 11%，
只有可再生能源将达到总消费比例的 20%。（二）
进口能源比例不断增加。目前欧盟一半的能源需
要进口，石油、天然气、固体燃料的进口依赖分
别为：81％、54％和 38％，其中法国、德国、波
兰、匈牙利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分别占其总进
口量的 21%、35%、60%和 70%，到 2030年预计
欧盟的石油、天然气、固体燃料的进口依赖率分

别为：93％、84％和 59％，其中主要能源的天然
气进口量将达到 5350亿立方米，比 2006年的进
口量增加一倍。（三）大国能源角逐的激烈程度不

断加强。德国政府 2002年出台了《节省能源法案》、
2004 年出台《国家可持续战略发展报告》，2007
年 3月份促成通过《欧洲能源行动计划》。美国总
统 2008年 8月 19日签署《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俄能源巨头将获武装特权》
的提案。2008 年 3 月 21 日，俄杜马通过一项旨
在限制想进入俄罗斯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外国投资
者的法律草案。2006年 3月欧盟委员会对外正式
公布《欧盟能源战略报告》，能源安全已成为各

大国不可忽视的问题。（四）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走高。国际油价从 2001年的 24美元/桶一路飙升
到 2008年 6月份的 146美元/桶，2008年 10月份
回落至 90多美元/桶，美林将 2009年平均油价预
测由每桶 107美元调降至 90美元。不过，美林仍
强调，石油产业产能投资不足，因此，长期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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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涨趋势仍然没有改变[2]。 欧盟未来能源安全
局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中亚能源工业的发展引起大国更多的
关注，中亚的能源资源包括 101 亿桶尚未开发但
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以及 6.65万亿立方米的天然
气有待投资和开发。这些能源主要分布在：哈萨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其
中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主要石油生产国，拥

有探明石油储量近 400 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 3
万亿立方米，目前潜在石油储量在 60－90亿桶。
土库曼斯坦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为 5 亿桶
和 2.9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排列全球第 11位。
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为 6
亿桶和 1.85万亿立方米，估计其潜在石油和凝析
油储量超过 50亿吨，天然气储量则超过 5.5万亿
立方米[3] 。目前，虽然各个能源机构对中亚地区
能源储量的预测不一，但都认为该地区将会是 21
世纪能源的供应中心。 

欧盟的能源消费结构以油气为主，天然气消
费比例最大。而中亚地区油气储量丰富，尤其是

天然气储量占全世界的 7.5%，欧盟和中亚在能源
领域的合作应该“互惠互利”，但中亚的油气都要
经过俄罗斯的油气管道运往欧洲，而欧盟东扩触

动了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神经”，俄罗斯及其势力
范围的独联体国家对欧盟在中亚的能源进口运输
构成巨大威胁。欧盟不仅要确保该地区的能源供

应安全，还要解决运输安全的问题。  
二、欧盟加大对中亚的关注力度，积极开展

能源外交活动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上世纪初曾作过

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谁统治了中亚，谁就控制
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

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4]。”中
亚的地缘政治优势不言而喻。同时，中亚地区拥
有丰富的能源储量，在黑海和里海的能源市场整

合方面也具有关键作用，但俄罗斯垄断该地区能
源出口的现状，不仅引起中亚国家的强烈不满，也
使对该地区能源依赖日渐增加的欧盟倍感忧虑。在

地理上中亚成为欧盟“邻居的邻居”，基于中亚地
缘政治、地缘经济双重价值的考量，欧盟更加注
重与中亚国家的接触。1993 年，欧盟就提出“高
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亦称欧亚大陆桥计
划），旨在建立一条从欧洲经由高加索通往中亚
的运输通道。1995年欧盟提出的《向欧洲输送石

油和天然气国家间方案》，旨在开通未来阿塞拜
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欧洲的燃料运输。

2004年欧盟修订“欧盟睦邻与伙伴关系工具”将中
亚五国包括在内。2004 年 11 月，欧盟启动了以
加强与包括里海、黑海沿岸国家及邻近国家在能源

合作领域进行政治对话为主旨的“巴库倡议”。2005
年设立中亚事务特别代表，以加强外交和安全领
域的合作。2006 年 10 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出
访中亚地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同时访问五国的
欧盟国家外长。2007年 3月 8日，欧盟在布鲁塞
尔举行的峰会上，决定向阿什哈巴德提供了 170
万欧元，以便对穿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
其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跨里海管道项目进行经济
技术论证，并在 2020 年以前向基辅拨款 4.94 亿
欧元。2007 年 3 月 28 日，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欧盟对外关系和睦邻政策
事务委员瓦尔德纳和欧盟中亚事务特别代表皮埃

尔·莫雷尔带队的欧盟“三驾马车”代表团，与中亚
外长会议在中亚能源大国哈萨克斯坦举行，欧盟
委员会在有关新闻公报中表示：欧盟成员国数量

的不断增加使其与中亚在地理上更为接近，“加深
欧盟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次“三驾
马车”与中亚五国外长的会晤具有“历史意义”，标
志欧盟与中亚关系将“掀开新的一页”，并宣布把
2007 至 2013 年间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援助增加一
倍，总额达到 7.5亿欧元[5]。近年来欧盟和中亚的

能源和贸易关系已取得一定进展，未来双方将在
建设“跨里海走廊”的新能源运输管线方面继续合
作。 2007年 5月 12日波兰、乌克兰、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立陶宛五国首脑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特
使在波兰召开“能源峰会”，就 2011年前修建一条
绕过俄而将里海石油输送到欧洲的“敖德萨―布
罗德―格但斯克”石油管线进行讨论。2007 年 5
月 15 日欧盟－中亚合作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召开，讨论加强欧盟与中亚各国能源、经

济合作问题，目的是与中国、俄罗斯、美国争夺
对中亚地区影响，加强对中亚能源的综合开发与
利用。2007 年 6 月 22 日出台《欧盟与中亚：新
伙伴战略》（The EU and 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a New Partnership）标志着其中亚战略进入新阶
段，新战略为欧盟全面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确立

了政治框架。欧盟试图通过新战略扩大其在中亚
地区的影响，维护欧盟的能源和安全利益。2007
年 6月 30日欧盟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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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会见了哈、吉、塔、土、乌 5 国外长，向他们
介绍欧盟新的中亚战略文件，并呼吁中亚 5 国加
强与欧盟的“能源对话”。2007年 10月 5日欧盟负
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对土库曼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三国进行

访问，与有关领导人就欧盟与三国在政治、经济、
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进一步发展
双边关系等问题。2008年 4月 10日，欧盟“三驾
马车”与中亚第六次外长级会晤该会议在“天然气
王国”土库曼斯坦召开，就加强能源合作达成意
向，并签署促进实现连接两国和欧洲的能源管道

多样化的谅解备忘录，并围绕欧盟去年 6 月出台
的对中亚新战略，经贸、安全、环境以及阿富汗、
伊朗等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2008年 7月 21日，
欧盟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杰母•奥斯杰米尔在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开始了官方正式访问，重
点仍然是能源合作和推进新战略并说：“我现在当
然没有准备好承诺对哈萨克斯坦的邀请（加入欧
盟），但我们都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6]”。2008
年 9月 18日首届“欧盟—中亚安全论坛”在巴黎举
行，主题是加强欧盟与中亚各国之间不同形式的
政治对话；加强地区稳定；进一步合作反恐；共
同促进阿富汗局势稳定和重建工作；合作打击毒

品、武器走私和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行为；加强
能源、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领域的合作以及制定
中亚安全的全面战略。其中关于能源合作的内容

篇幅最长，该项内容提到能源生产国、消费国、运
输过境国以及跨国石油公司等各方利益的“和谐”
是世界能源供应稳定的“保障”，欧盟与中亚各国
重视积极合作发展不同的油气运输通道，以保证
欧洲及其他国际市场得到可靠的能源供应。欧盟
与中亚各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将主要集中在发展

地区能源市场、增加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推动建立“公开”、“可预测”和“有意志”的能源政
策等领域[7]。2008 年 9 年 18 日，欧盟能源专员
Andris Piebalgs 希望推进一系列天然气管道的建
设方案，这包括从尼日利亚、埃及和里海地区建
设通往欧洲的管线。 

2007年以来欧盟为实现中亚的能源利益，展
开密集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哈萨克
斯坦同意向“巴杰”管线注油，土库曼斯坦许诺直
接向欧洲供气，关于油气管道的建设也成为双方
探讨的重点，并取得一定成果。随着欧盟在该地
区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对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将

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欧盟能源安全中亚取向战略的影响 

欧盟能源的中亚取向将是一个“双赢”的战
略。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双赢”。欧盟作为全球第
二大能源消费实体，为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

赖，降低能源安全风险系数，积极开展能源进口
多元化的外交活动，努力开辟绕开俄罗斯的油气
管线。在空间地理位置上欧盟已经成为中亚的“邻
居”，并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能源走廊”，其未来
能源增长进口量将主要来自中亚地区，而该地区
丰富的能源将为欧盟未来的发展提供战略资源的

供应保障。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亚国家的主要
任务是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2006年以来中
亚五国普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专家预测平均增长8％），宏观经济趋
于稳定，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这种经济增长主
要得益于国际市场能源、矿产品以及原材料价格

一路走高，因此，在中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能
源占有突出地位。其次是安全利益的“双赢”。欧
盟东扩在提高自身战略安全的同时，也受到该地

区不稳定安全局势的影响。2007年6月欧盟东扩
后，中亚安全问题就成为欧盟成员国“邻居”的事
务，并且严重影响到欧盟在地区的能源利益及成

员国的社会安全，欧盟岂能“视若无睹”，故在首
届“欧盟—中亚安全论坛”会议上中亚安全成为继
能源之后的第二大议题。欧盟与中亚联手打击恐

怖主义，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是对地区安
全的负责，也是对世界安全的贡献。最后，地缘
战略利益的“双赢”。中亚地区不仅与俄罗斯和中
国这两个欧盟重要的战略伙伴接壤，还与伊朗和
阿富汗等敏感地区毗邻，又是麦金德“陆权学说”
的“心脏地带”，冷战后大国便开始关注中亚。目
前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朗都在
积极发展与中亚的关系，欧盟自然不甘人后，积
极介入中亚事务。中亚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能源领域一直寻求能源出口的多元化，降低对
俄罗斯管道的依赖；在政治方面，中亚国家积极
开展多元外交，东、西方并重，进一步实现与大

国的平衡关系，以为巩固主权、发展经济、扩大
国际交往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欧盟与中亚在
能源、安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利益诉求的“意外
接轨”，有助于双方的合作，但基于欧盟能源安全
的战略，将更加鲜明地体现对欧盟的利益，中亚
国家能否得到真正的利益，或许 （下转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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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汇聚《形
势与政策》课的时代特色，切实加强和改进教育

教学方法，任务尤为紧迫。 
三、规范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求 

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方法论研究，不

但要以学科属性的界定为基础，以教学目标的明
确为中介，还必须以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
求的规范为保证，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将理

论认识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第一，立足实际，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

时效性。形势与政策发展变化速度较快，学习内

容也因之变化，内容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涉及
国内、国外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会产生很多不
确定性因素。因此，很难实现《形势与政策》课

的规范化教学。显然，临时安排教学内容，看似
适应了课程时效性的要求，但这种随意性是不利
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将时效性要求与教学的基本

原则有机结合起，坚持以党和国家当前所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和大方针为教学基本内容，深入
分析具体、现实的社会问题，密切关注现阶段由

于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社
会问题或现象。在《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手段更
新方面，教育专题数据库建设、学生论坛的设立

和“菜单式”学习方法的引入，都可以提供便捷
的知识传播途径。 

第二，注重实效，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

针对性。当前，只有确立《形势与政策》课应有
的地位，营造浓厚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氛围，客观
分析《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内外部环境，才能

发挥本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功能，克服
教学中面临的观念守旧、资源不足、师资不强等

不利因素，取得教学成效。这种实效性还应以加
强教育教学针对性为条件，《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要坚持接近学生、了解学生、引导学生、服务学

生，形成教师教学专长与学生实际心理需求的沟
通和循环机制，实现教学方法改革与学生认知水
平提升的同向性，并保持步调一致。 

第三，推动实践，突出《形势与政策》课的
现实性。《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必
须以课程开设的现实要求依据，把实践教学环节

纳入课程总体规划。唯有突出现实性，才能焕发
《形势与政策》课持久的生命力。现实性就是要
突出《形势与政策》课的可知、可学、可感、可

信，重在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现知识与生
活的融合，把握好实践环节。可以通过开展重大
节庆日主题教育、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和社会

实践、召开座谈会与研讨会等形式，引导大学生
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实践中梳理问题，在实践
中寻找理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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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3页）取决于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等大
国角逐的程度。 

欧盟能源战略的中亚取向是保证其未来能源

安全的重要举措，对欧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中

亚作为能源生产地也将获得政治、经济和安全等

多方面的利益，对于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将产生重

大的影响。但中亚国家对该战略的态度如何，该战

略会给中亚国家带来多少真正意义上利益，还有待

探讨。另外，该战略的实施还将受到俄美关系，地

区安全、里海法律地位等因素的制约。从长远开，

欧盟不会改变对中亚的政策，并将通过经济援助、

外交活动和安全合作等方式促进该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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