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 １５ 年 １１ 月中？社会科学院研窆生院学扳Ｎｏｖ． ２０ １ ５

第 
６期 （总 

２１ ０
期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 ＧＲＡＤＵＡＩＥ ＳＣＨ〇ａ ＣＦ ＣＨＩＮＥａ： ＡＣＡＥＢｌＹ ＣＦ ＳＯＣＩＡＬ  ９ｄＥＮＯＳＮｏ． ６

鮮 读
“

玫盟 ２０３０ 年 气候 与

能 源 政茉輕 架
”

张 敏

【提 要 】

“

欧盟 ２０ ３０ 年气候与 能源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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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了三大节 能减排 目 标 ： 欧盟温室气

体减排 目 标 、 可再生能源 目 标和能源 效率 目 标 ， 其 中前二项 目 标是强 制性的 ， 能 源效率 目

标具有指示性意义 。 为 了达到这些 目 标 ，
欧盟对实现

“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 能源政策框架
”

的治理机制加以调 整和创新 。 这 一政策框架带来的 潜在影响是 ： 第
一

， 有望提升 欧盟在

《后 ２０２０ 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 谈判 中 的主导权 ； 第二 ，
加快欧洲 能 源联盟建设步伐 ； 第

三
， 助推欧盟在 ２０５ ０年向低碳经济转型 ， 提高欧盟全球经济竞争力 。

【关键词 】 欧盟温室气体减排 可再生能源
“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 能源政策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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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 ２１ 世纪 以来 ，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于此 ， 及时分析欧盟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新动

的积极主动姿态和实际行动 ， 逐渐树立了其在向 ， 有助于把握欧盟未来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及

全球气候变化政策领域的倡导者和规制者形象 。 其影响 。

为履行 《京都议定书 》 的 目标任务 ，
２０ ０７ 年 ３

月 ， 欧盟颁布 了 第
一个欧盟气候与 能源政策 ，

即
“

欧盟 ２０２０ 年气候与能源
一

揽子计划
”

，

① 该
计划明确提出 到 ２ ０２０ 年头现欧盟 ２０２０① 欧盟委员会于歷 年 ３ 月公布了

“

欧盟 ２ 。 ２〇 年气候与能

２０
”② 节能减排 目标 。 在 ２０ １４ 年欧盟春季峰会源－揽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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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欧盟各 国首脑在关注乌克兰局势变化 的 同祕〇 ， 该计划 ２ 〇〇８ 年 １ 月起正式在欧盟成员国内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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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２０２０ 年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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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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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重点讨论了欧ｉ
２０２ ０ 年后 的气候与能源政－

２０
”

目标是 ： 与 １ ９９ ０ 年相 比 ， 到 ２０ ２０ 年欧盟温室气体

策 。 尽管欧盟成员 国对此次峰会上提出 的
“

欧排放量下降 ２ ０ ％ ， 可再生能源在能 源总消 费中的 占比提高

盟 ２０ ２０
？

２０ 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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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欧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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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 ｉｏｎ ：

？
Ａｐ

ｏ
ｌ
ｉｃｙｆ

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歧 ， 欧洲理事会于
２０ １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最终批准ｆｏｒｄｉｍａｔ ｅａｎｄ

ｅｎｅ ｒ
ｇｙ

ｉｎｔｈｅ
ｐ

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２０２０ ｔｏ ２０３０
”

， ｈｔ

－

Ｔ ｒ^一垢ｆｉＳ女杜 ④ 祐 卜卜

“

晚 明 ？〇？〇ｔｐ ：／／ ｅｃ． ｅｕ ｒｏ
ｐ
ａ ． ｅｕ／ ｃ ｌ ｉｍａ／ｐ

ｏ ｌｉｃｉ ｅｓ／ ２０３０ ／ｉ ｎｄｅｘ
＿

ｅｎ． ｈｔｍ．

故渐 册工
、

本朽 ｉ

”

。

拓访锥ｔｏ加女綠 ｉ
ｆ
ｉ
：

ａ士
一

芏？
ｕ

ｍｍ ２〇 ３〇 ^
能源

一

揽子ｔＭ 新政策框架在减排 目标 、 ￥气候与腿政策框架
”

， 与 欧盟委 员会最娜议的
“

欧盟

段 、 实施效果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和变革 。 有鉴２０２ ０
￣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略有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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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报告人安妮 ？ 德尔沃 （ＡｎｎｅＤｅ ｌＶａＵＸ ） 认为 ：

—

、 ｎ ２〇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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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
气候

氕
目匕源

，源价格上涨对公司 、 企业 ， 特别是居 民均产
政策框架

”

提出 的背景生不利影响 。 如果我们减少能源进 口
， 欧盟应

生产更多的能源 ， 更高效率地利用能源 。 在提

“

欧盟 ２Ｇ３Ｇ 年气候与麵政策麟
”

概
細效的祕下 ， 扩大麵组合＿模和范 围 ，

由欧委会以公报形式向外发布 ， 此后经过将近 １

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和创新 推动绿色经济

年时间的公开咨询 、 讨论和修改 ， 经欧麵？ 巧 ’

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 欧委会最早出 台 的公报与

欧洲理事会最终批准＿本之间存在明显不同 ，

目 欧

^
由此可见 ， 龍讓充分考虑和幌 了主翻 ｆ 、

Ｋ

＝
益攸关者的

？＾

场与本产ＳｚｙｍａＡｓｋ ｉ ） 认为 ： 欧洲议会的这
一

决议 并不

腿 年会公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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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明确提出 ， ＝
到 ２０３０＊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应达到的三大节 ＝＝＝

和 灵

＝
能减排 目标 ：

－

是欧盟温室气体减排 目 标 ， ＆

觸 年为 基 准年 ， 将 温室 气 体排放量 减少
和各打各业的＾减排的能力和

４〇％ ；一是可再
今
能源 目 标 ’

一

在能源消费结构在 ２〇Ｍ 年 ３ 月 ￡ １
？

２４ 日召开的欧洲理事会
重

＾＾
到

ｆ
％

，ｉ上
，
欧盟成员 国首脑首次讨论了

“

欧盟 ２０ ２０
？

效 目标
二
￣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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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
－

２Ｇ

＿

目标相 比
’ 雛策

綱 年气候与獅政雜架
”

。 会上包括德 国 、

艘輔萄牙等在細欧盟成员 国希望提高可

再生麵 目标 ， 将欧委会提 出 的 ２ ７％提高至
欧盟层面上制定了 提高能效的指导性政

—

策框架 ，

３ （）％
， 倾到不少 国家反对 ， 此次会议未能就

赋予了欧Ｍ员 国在未来ＭＭ 目标上更Ａ
政策框架达成共识 。 会上 ， 欧盟成员 国 首脑建

，

议欧盟新的能源与气候政策框架在减排 、 能效
ｍＳｃＭ＆ｄｆ ’

綱
■

再生麵糊 目社应更加协调
一

致 ， 实

＾
会在能社不作硬性量德錄巾顏誠

麵本賴 ， ＿报革前隱雜排放交易
Ｍ体系 ， 赋予成员 国在三大 目标的实现上更大的

框架缺乏＿＿法律＿性 ’ 建议制定更具 灵活性 。

？欧洲理事会期待这
一政策框架最迟于

约束力和较为严格的节能减排 目标 。 遍 年 ２２〇１ ４ 年 １ 〇 月翻雛 ， 从酿欧盟能以 同一个
月 ５ 日欧洲议会提出 了

“

欧盟 ２〇 ３〇 年气候与能
声音在 ２０ １ ５ 年第

一

季度率先亮明其在联合国 巴
源约束性 目标决议

”

， 主要包括削减二氧化碳排 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的立场和态度 ， 期 待在本次

放量 ４０％ ， 达到 ３０％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和 ４ ０％

的能效 目标 （均 以 １ ９ ９０ 年 为絲年 ） 。 该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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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敏 ： 解读
“

欧盟 ２０ 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大会最终协议的达成上发挥主导者的作用 。一

—Ｔｎ＆。 卜处 认

作为 回应 ， 大约 １ ６０ 家欧盟公司和机构联
一 、 头 候与 目匕源 目标的

名呼吁欧洲理事会在节能减排上做出更大承诺 ，仓撕治理机制

＾
别翻应游删性 、 法定的可再生腿 目自＿柳来 ， Ｍ不断備ｆ糊整实现

标
二
从公司 的利益出发 ， 与 ２ ７％的〒

：生能源、

节能减排 目标的手段和治麵制 。 以履行 《京
目标相比 ， 如能将可再生能源 目标提高至 ３０％ ，

都议定书 》 中的减排机制为起点 ，

〇）

欧盟试行并
Ｓ此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或许更

＾
： 。 据初步估

正式运行欧盟碳排放交易 体系 ， 成为全球气候
算 ， 欧盟 的天＾进

＂

口 量可大 幅减少
：

、

新增
变化政策的领导者 ， 不賴升其在气候外交中

５ ６ ．８ 万个工作 岗位 ， 母年 因
＾
少化石燃料的进

的话语权 。 继肩 年提出
“

欧盟 ２〇 ２〇 年气候与

１

能源
一

揽子计划
”

后 ， 隨不断推进减排的机
此后经过长达 １ ０ 个月 的咨询和商讨 ，

２０ １ ４

泡｜化
，

形程
？

２ －２Ｈ
“

欧盟 ２Ｇ２Ｇ 年气候与 能源－揽子计
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 这
一

政策框架提 出 了一项＃
， ，

Ｔ０ Ｅｇ ：＊：
！

｜

：

ｊＬｓ （｜

强制性 目标和
－

项指示性 目标 。 强制性 的温室 ？

、

欧
气体排放 目标 ， 以 １ ９９０ 年为基准年 ， 在欧盟层． ．

社温室气体酬■ 目标至少劃 ４０％ 。 欧
（ ＴｈｅＥＵＥｍ？

ｐ ，９ｎｎ Ｉ

－
Ｔｒａｄ ｉｎｇＳｙｓ ｔ ｅｍ

，
ＥＵ ＥＴＳ） 是基于 《京都议定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内的部门 ， 以 ２００ ５ 年为参考＃ 、、 ＋＾＃ ￡？ 曰 ＋？ ？１ ｜

年 ， 总体减排量达到 ４ ３％ ， 欧盟翻＿放交易体
书 》 排放贸易机制 ’＾独创的

－

套翻＿放市

系外的部门的总体减排量达到《（这二大体
构

，
目标的

＾；^
系在 ２０ ２０ 年的减排 目标分别是 ２１ ％ 和 １０％ ）

；＾

－

体系于 福
＿

年初试打
匕

２０ ０８

、

年初正式运

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 ，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
于履 议

消费 中的比重至少为 ２ ７％
；
指示性的能效 目标 ， 苎

至少提高能效 ２ ７％ ， 这－指标具有数量上的？
一氧化碳等 ６ 种温室气体的年平均

＾
放量要比

定 ， 但并不具有法律约雜 。 相 比而言 ， 这三
１ ９９０ 年的排放量减少 ８％ 。 总、体而 ＿ ， 这

－

排

大 目标较之欧盟委员会公报 中 的 目标要求略力
放

严格 ， 但与咖议会的决议雛 ， 相对宽松 了（ ｅａｐ
＿

ｔｒａｄ ｅ ） °

些 。 体现了部分成關關益 ， 也未 能完全照
排紐 ， 确■人欧髓抛交易 体系 的产业

顾或满足企业利益 。和企业 ’ ＃向它们分配一胃的＃排放 ｉ午胃

就在欧洲理事会批准这
－

政策框架的 当天 ，

权 。 企业或产业可将剩余的排放量在排放市场

欧洲 风 能 协会 首 席 执 行 官 托 马 斯
？

贝 克
上进行交易 。 如果 超额排放 ， 可去购买排放许

（ＴｈｏｍａｓＢｅｃｋｅｒ） 对此提出 了批评意见 。 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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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ｆ
－

ｓｔａ ｔｅ
－

ｍ ｉｓｓ
－

ｔｈｅ
－

ｃｈａｎ ｃｅ
－

ｔｏ
－

ｂａｃｋ
－

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 ｅ
－

ｅｎｅ ｒｇｙ
－

ｉｎ
－

盟在可再生能源政策领域扮演世界领导者的意ｅｕｒｃｐ
ｅ／

－

厚县背指
■

而部！ 的 ”②③ ２ 〇〇 ２年欧盟成员 国批准 《京都议定书 》 后 ， 欧盟提出 了强
ｊ ｕ^ ｔｒｊ ｏ

制性 的节能减排 目标任务 ， 推行 《京都议定书 》 中 的三大

减排机制 ， 即联合履约机制 、 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 机

制 。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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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权或者遭欧盟的高额处罚 。 这一交易规则 旨 （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 ） 确定有区别

在鼓励企业减少排放 、 控制 污染 。
（ ２ ） 采用分的减排 目标 ， 例如富裕国家瑞典 ， 其减排 目 标

权减排治理机制 。 考虑到欧盟成员 国众多 ， 各为 ２０％
， 而贫穷国家保加利亚和 ２ ０１ ３ 年 ７ 月 加

国不同产业和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差异较大 ， 人欧盟的克罗地亚甚至还可 以提高排放量 ， 与

先由成员 国 自行确定排放量 ， 然后汇总到欧盟２００ ５ 年相比 ， 这二个国家允许增加的排放量高

形成欧盟排放总量 ， 成员 国 自 行确定本国不 同达 １ １％ ，

？ 可见成员 国之间承担的减排量任务是

行业或企业的排放权 。 各国 所制 定的排放量 、 轻重不
一

的 。 在欧盟总量减排原则下 ， 到 ２０２０

排放权的分配方案 ， 需经欧盟委员会审核许可年这些部门实现减排 目标 １ ０ ％（以 ２０ ０５ 年为基

后方能生效 。 这种分权减排治理机制 ， 既可以准年 ） ，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内 的部 门和行业实

达到欧盟的减排 目标 ， 也兼顾了成员国 减排能现减排 ２１％
，
两者相加最终可实现在 ２０２０ 年 比

力的差异性 。 （ ３ ） 允许纳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１ ９９０ 年减排 ２ ０％的 目标 。 按照欧盟监管机制 ，

系的企业 ， 采用清洁发展机制或联合履约机制成员 国每年就减排情况向欧盟作定期汇报 。

获得的减排信用 ， 即核证减排量进行减排 。 在 ３ ． 《可再生能源指令 》 （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的第
一

阶段 ， 核证减Ｄｉｒｅｃｔ ｉｖｅ ， ＲＥＤ）

排量的使用比例 由各成员 国 自行确定 。 进入欧按照 《可再生能源指令 》 ，

③ 实现欧盟可再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后 ， 核证减排量的生能源 目标也参照 《减排分担协议 》 。 考虑到成

使用 比例不得超过欧盟排放总量的 ６％ ，

一旦超员 国能源消费结构 的差异性 ， 在落实可再生能

出这
一

标准 ， 欧委会将 自 动 审查该成员 国的减源 目标时 ， 《可再生能源指令 》 明确 了
一

些国家

排计划 。应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 比例 ， 如瑞典在 ２０２ ０ 年

在推行
“

２０

—

２ ０

—

２０
”

减排 目标过程 中 ， 确定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为 ５０％ ， 而允许部分国

针对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面临的一系列 实际问家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低于 ２０％ ， 如马耳他的 目

题 ，
２０ １３ 年欧盟颁布了 《排放交易指令 》 。 该指标是 １ ０％ 。 通过成员 国的共同努力和责任分担 ，

令明确提出 ： 从第三阶段起 ， 改革和调整欧盟最终可实现欧盟 ２０％的可再生能源比重 。

碳排放交易体系 。 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 以 欧盟４ ． 《碳捕获和储存指令 》 （ 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

统
一

设定排放配额取代 由成员国 自行设定配额 ，
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ＣＳ）

配额量逐年递减 ， 争取到 ２０ ２０ 年欧盟温室气体欧盟专门 就充分利用碳捕获和储存颁布了

的排放量比 ２ ００５ 年减少 ２１％ 。 免费碳排放配额

逐渐被市场拍卖所取代 ， 这
一

市场化机制首先


引入 电 力 部 门 ， 并逐渐推广到 天然气和其他① 在 《京都议定 书 》 第一承诺期 内 （ ２ 〇〇８
？如 ２ 年 ＞ ， 按照

－《减排分担协议 》 规定 ， 成员 国减少排放的六种温室气体

、
、是 ： 二氧化碳 （Ｃ〇２ ） 、 臭氧 （０３ ） 、 氧化亚氮 （Ｎ２ ０）

、 甲

２ ． 欧盟 《减排分担协议 》烷 （ＣＨ４ ） 、 氢氟氯碳化物类 （
ＣＦＣｓ ，ＨＦＣｓ ，ＨＣＦＣｓ ） 、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外的各行各业的碳排全氟碳化物 （ＰＦＣｓ） 及六氟化硫 （
ＳＦ？ 。

放量 占了欧盟总排放量的 ６０％ ， 这一部分的减
② 欧盟 《减排分担协议 》 详见 ：

“

２ ３Ｍ／２〇〇９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Ｎｏ

， ，４ ０６ ／２ ００９／ＥＣ 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Ｐａｒ

ｌ
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 ｌ

排 目标执行欧盟 《减排分担协议 》 （ ＥｆｆｏｒｔＳｈａ
－

ｏｆ ２ ３Ａ
ｐ
ｒｉｌ２００９ｏｎ ｔｈ ｅ ｅｆｆｏｒｔｏｆＭ ｅｍｂｅ ｒＳ ｔａ ｔ ｅ ｓｔｏｒ ｅｄｕｃｅ

ｒ
ｉｎｇ

Ｄｅｃ ｉ ｓｉｏｎ
，
ＥＳＤ） ａ

①
该协议类似于共同但有ｔｈｅｉｒ

ｇ
ｒｅ ｅｎｈ ｏｕ 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

ｓ

区别的原则 ， 成员 国 可 自行设定欧盟碳排放交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 ｉｓｓｋｍ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ｕ

ｐｔｏ

曰 斗方 Ｗ／ｆａ 虹油■尬士 丨 丨十士 办 尬—２〇２〇
”

。 资 料 来 源 ： 欧 盟 气 候 变 化 司 网 站 ： ｈｔ ｔ
ｐ

：／／

易体系外 （包括建筑 、 农业 、 废弃和交通
ｅｃｍ ｅｕ／ ｅｌ ｉｎＷ ｐｄ ｉ＾／ｅｆｔｏ／ ｉ＋＾ ｈｔｍ 。

业 ， 航空业除外 ） 的温室气体年度减排 目 标 。 ③ 《 可再生能源指令 》 详见 ：

“

Ｄｉｒｅ ｃｔｉｖｅ２００ ９／ ２８ ／ＥＣｏｆｔｈｅ

由于欧盟成员 国之间贫富差距较大 ， 处于不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ｆ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ｏｆ ｔｈ ｅ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Ｑｆ ２３Ａｐｒｉｌ２＿ｃｍ

上 ｉ＿ ｖａ＊
＂、

ｔ
＝

＊？人ｅｎ
＾丄？ ，丄 、 ， 、

？
、

、 丄＂ 山 ｔｈ ｅ
ｐ

ｒｏｍｏ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 ｅｕｓｅ 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ｆ
ｒｏｍ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
ｅ ｓｏｕｒｃ ｅｓ

的经济发展阶段 ， 欧盟 《减排分担协议 》 规定 ， ａｎｄａｍｅｎｄ ｉｎ
ｇ

ａｎｄｓｕ ｂｓｅ
ｑ
ｕｅｎｔ

ｌｙ ｒ ｅｐ
ｅａｌ ｉｎ

ｇ
Ｄｉｒｅ ｃｔ ｉｖｅｓ２００ １／

在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２０ 年期间可根据成员 国 的富裕程度 ７７／ＥＣａｎｄ２Ｇ０３ ／３ ０／ＥＣ

”


．

１ ４０



张 敏 ： 解读
“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一项指令 ， 即 《碳捕获和储存指令 》 。

？ 该指令能效 目标 。

规定 ， 欧盟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应及时捕获就 目前而言 ， 欧盟成员 国在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二氧化碳气体并将这些气体储存在地表层 中 ， 目标上的进展程度不
一

。

？
９ 个欧盟成员 国 （包

以减少或控制全球气候变暖 。 这项指令还提出括克罗 地亚、 塞浦路斯 、 捷克 、 丹麦 、 希腊 、

封存欧盟内各行各业释放的所有二氧化碳气体 ， 匈牙利 、 罗马尼亚 、 斯洛伐克和英国 ） 正在有

并从技术角度对储存地提出了具体要求 。序实现欧盟 的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目标 。

（
二

）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目 标的落实及实际由于欧盟对成员 国 ２０２０ 年的能效 目标不作

进展硬性规定 ， 因 此成员 国参照 《能源效率指令 》

在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目标中 ， 只有 减少温室制定本国的 ２０２０ 年能源消费 目标 ， 这个 目 标不

气体排放总量 目标是强制性 的 。 迄今为止 ， 欧具法律约束性 （ 即非强制性的 ） 。 在欧盟 ２８ 个

盟在温室气体减排上进展顺利 ， 有望超额完成成员国 中 ， 其中 １ ７ 个国家 （包括捷克 、 克罗地

目标任务 。 据欧盟官方统计 ，
２０ １ ３ 年欧盟成员 亚 、 塞浦路斯 、 丹麦 、 芬兰 、 希腊 、 匈牙利 、

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在 １Ｍ０ 年基础上减少了爱尔兰 、 意大利 、 拉脱维亚、 卢森堡 、 葡萄牙 、

１ ９％ ， 预计在 ２０２ ０年将顺利完成减少排放 ２０％罗马尼亚 、 斯洛伐克 、 斯洛文尼亚 、 西班牙和

的 目标任务 ， 有望达到 ２ １ ％ 。 如果成员 国严格 英国 ） 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２０ ％的能效 目标 。 迄

限定新车 、 轮船的尾气排放 ， 并大力控制氟化 今为止 ， 这些 国家有效降低了基础能源消费和

天然气 的排放量 ， 预计欧盟在 ２０２０ 年将实现 最终能源消费量 。 还有 １ １ 个国家应在提高能效

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 从发展趋势看 ， 其中奥地
相比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 ， 欧盟确定的 ２０％利 、 保加 利亚 、 法 国 、 立 陶宛 、 马耳他 、 荷兰

的可再生能源 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 却并不乐观。

嫌兰只能部分达标 ， 比利时 、 爱沙尼亚 、 德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消费中 的比重取决于成Ｍｇ和瑞典很可能难以实现能效 目标 。

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
人和能源消费结构類欧盟 《减排分担协议》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２０年
的调整进度…总体上而言 ， 成 员

＿

国 正朝 着在
期间顧 国 应共同分担欧盟碳排放体系之外的

２０ ２０ 年 目 ２ ＣＵ ２

雛行业轉 门誠雜务 。 錄计结果看 ，

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
＾
消费

＾
的比重＆

廳 年德国 、 卢森堡和波兰超额完成了这项年
到 了Ｍ． １ ％

’ 超出
Ｔ
预期 ０％（ １ ２汾 。 由

， 賴排任务 。 奥地利 、 比利 时 、 芬兰 、 爱尔兰
再
！？

、 目 性的
二＾

法

＾ 和西班牙均未能完成分担的减排量 ， 这些 国家
强制性 ， 因此欧盟认为要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 ２ ０％ 的

可再生能源 目标 ，

一些成员 国应采取更为有效
视峰 太ｍ，

丨 Ｖ－ 口 士 祕八被ａ① 《碳捕获和储存指令 》 详见 ：

“

２３ ／４ ／２０〇９

— Ｄｉｒｅｃ ｔ ｉｖｅ ＭＯ９ ／

措施 ， 否贝 Ｊ该 目标有］
＇

能ｚ？落空 。

３ １ ／ＥＣ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Ｐａｒｌ

ｉａｍｅｎ ｔ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Ｃｏ 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ｔｈ ｅ

与可再生能源 目标
￣＇样 ， 欧盟２０２０年气ｇ

ｅ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 ｓ ｔｏ ｒａ

ｇ
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ｄ ｉｏｘｉｄｅ

”

。

候与能源
一揽子计划

，，

并未就如何提高能效 目② 咖２ 年 １ １ 月 ！４ 日欧盟正式颁布 《能源效率指令 》 （ Ｔｈ ｅ

标提出具体规定 ， 成员 国可落实和执行腿 年

的能源效率计划 和２０１ ２年 《能 源效率指令 》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 ｉａｍｅｎ 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 ｉ
ｌ
ｏｆ ２５ 〇ｃ ｔｏｂｅ ｒ ２Ｑ １ ２ ｏｎ ｅｎ

－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

ｉｃｉ
ｅｎｃｙ

Ｄｉ
ｒｅｃｔ

ｉ
ｖｅ

，
ＥＥＤ）

② 中的相关ｅｒｇｙｅｆ ｆｉ ｃｉｅｎ ｃｙ ，
ａｍｅ ｎｄ ｉｎ

ｇＤ ｉｒｅｃ ｔｉｖｅｓ２〇 〇 ９ ／ ｌ２５ ／ＥＣａｎｄ

规定 。 ２００ ５？ ２０ １ ２ 年期 间 ， 受经济危机和能源
２。１

二
ＷＥＵ ａｎｄ ｒｅｐｅ麵版 ｔｉｖｅＳ

＾
／８ ／ＥＣ 如ｄ Ｚ

＝
３２／ＥＣ，ｈｔ ｔｐ ：／ ／ ｅｕｉ

＾

ｌｅｘ．  ｅｕｒｏ
ｐ
ａ ．

 ｅｕ／ ｌｅ
ｇ
ａ ｌ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ＥＮ／

效率政策的双重影响 ， 欧盟国家基础能源消费ＴＸＴ／ ？ｑｉ
ｄ
＝

１３９ ９ ３ ７ ５ ４６ ４２ ３ Ｃ＆ｕｒｉ＝ＣＥＬＥＸ
：３ ２０１ ２Ｌ００２７

。

和最终能源消费均呈大幅下降态势 ， 与此同时 ，③ 了解成员国在
“

２〇
＿

２ 〇
—

２ 〇
”

目标上的实 际进展情况 ， 可

随着能效技术 的应用 ， 能效水平却略有提高 。
ＥＥＡＲｅ

ｐ
ＯＴ ｔ ：

“

ＴＶ ｅｎｄｓａｎｄ

了
ｔ ｉ
ｏｎｓ

ｉ
ｎ Ｅｕｒｏ

ｐ
ｅ２０ １４ Ｔ ｒａ ｃｋｉｎ

ｇｐ
ｒｏ
ｇ
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ｕｒｏ

ｐ
ｅ ｓｃ ｌ ｉ

－

未来随着各 国经济缓慢复苏 ， 欧盟成贝 国只有ｍａ ｔｅａｎｄｅｎｅ ｒ
ｇｙ ｔａｒｇ

ｅ ｔｓｆｏｒ２０２ ０
”

，
Ｎｏ． ６

，２ ０ １Ｌ 资料来

认真贯彻落实各国能效政策 ， 才能达到 ２０％ 的源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ｅ ａ． ｅｕｒ〇ｐａ． ｅｕ

。

１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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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采取新的措施或实行更为灵活的减排机制 。 排放权配额超过 了欧盟成员 国实际排放量 。 在

预计到 ２０ ２０ 年 ， 半数以上的欧盟成员 国 能够完２００ ５ 年试运行期间 ， 发放的排放权超过实际排

成 《减排分担协议 》 中 的 目 标任务 。 其他 ６ 个放量 ４ ％ ， 没有一个产业的排放权处于短缺状

国家 （保加利亚 、 意大利 、 拉脱维亚 、 立陶宛 、 态 ， 钢铁 、 造纸 、 陶瓷和厨具行业的排放权发

荷兰和斯洛文尼亚 ） 将部分达标 。 实际上 ， 仅放量甚至超过实际排放量的 ２０％ 。 排放权总量

仅推行本国 ２０ １ ２ 年开始执行的各项措施 ， 这些过多 ， 导致欧盟碳交易市场供大于求 ， 碳价长

国家在 ２０ ２０ 年是无法达到 《减排分担协议 》 中期低迷 ， 企业缺乏减排激励机制 。 从欧盟碳排

规定的任务的 。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起 ， 欧盟下调了年排放权

２０ １ ２ 年 ， 欧盟 ２ ２ 个成员国 （除法国 、 爱尔总量 ， 调整后 的年排放权平均 比 ２０ ０５ 年减少

兰 、 马耳他 、 荷兰 、 葡萄牙和西班牙 ） 以及非６％ 。 （ ２ ） 排放权免费分配问题 。 在欧盟碳排放

欧盟 国家冰 岛和挪威达到了 年度可再生能源 目交易体系实施的第
一阶段 ， 排放权是免费发放

标 。 这些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了２ ０１ １给企业的 ， 然而对电力 行业发放过多 ， 造成该
？

２ ０１ ２ 年度 《可再生能源 指令 》 （Ｒａｉｅｗａｂｋ行业并没有以 排放权抵免实际排放量 ， 而是把
Ｅｎｅｒｇｙ

Ｄ ｉ
ｒ ｅｃ ｔ ｉｖｅ ， ＲＥＤ） 中提出 的指示性 目 标排放权投放市场进行交易 ， 从中牟取暴利 。 （ ３ ）

和 ２０ １ ２ 年成员 国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 （Ｍｅｍ
－

欧盟缺乏各国 企业实际的碳排放统计数据 ， 仅
ｂ ｅｒ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Ｒｅｎｅｗａ 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Ａ ｃｔ ｉｏｎ按估算数据将排放权发放给企业 ， 因而无法监

Ｐ ｌａｎｓ
， 简称 ＮＲＥＡＰｓ ） 中 的预期 目标 。 保加利 督企业的实 际减排情况 。 （ ４ ） 欧盟碳排放交易

亚 、 爱沙尼亚、 冰岛 、 瑞典这四个国
巧
的可再 体系规则是否具有全球规制力 ？ 从欧盟试图 向

生能源比例 已超出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目标 。 相 比 全球航空业推广限制排放量这起事件来看 ，

① 欧
２０ １ １ 年 ， ２０ １ ２ 年

ｆ
地利 、 捷克 、 拉脱维亚 、 卢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也仅限于欧盟区域内 ， 并未

森堡和英 国在提高可再生能源 比例上取得较大 被其他发达 国 家所接受 ， 欧盟 向全球推行碳排
进展 。 爱尔 兰、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 ，

放规则面临较大阻力 。

可再生能源 比例达到或超过了２
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２ 年的面对上述诸多
“

缺陷和失灵
”

， ２０ １ ２ 年欧委
规
＾
目标 ， 但未能达到 ２０ １２ 年成员 国可再生能 会提出推迟发放碳配额 ， 对碳配额供需关系进

源行动计划 目标 。 包括法国 、 马耳他和荷兰在
行调控 ， 建议将 ９ 亿吨碳排放配雛迟到 ２〇 １ ９

内的二个欧盟成员 国在可再生能源 目标上 的进一

２０２０ 年进行拍卖 。 这
一建议在 ２ ０１ ３ 年 １ ２ 月

麵对缓慢 。 这三个 国家 ２ ０１ ２ 年的可
＾
生能源

翻 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赞同 。

＠“

欧盟
比例低于 《可再生能源指令 》 规定 目标 ，

也未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中提出 了进一步
能达到 ２〇 １ ２年

，
员国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 中Ｍ 改进措施 ， 首次提议建立稳定 的碳配额储备体

系 ， 因为賴交易 中过多 的碳排放配额 ， 将会
（
二

）

：
欧Ｈ２０３ ０ ￥气候￥能源政策框架

＂

测企业从事低織术職賴极性 。 欧盟坚

抓力 ， 隨碳徹交胁紐推动 欧盟 国家
“

欧盟 ２ Ｇ３Ｇ料候与能歸膝架
”

細
向腿经雜麵 主要稍紅具 ， 提 出 到

排机制和
、

冶理模式上均有所创新 ， 该框架进
－

雇 年 ，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进人第四 阶段后 ，

步强调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市场化运作和全
球推广性 ， 力争为欧盟在 巴黎举行的联合 国全
诊台 Ａａ倉儿从 Ｖ，

、

火必 丨
ｕ亩伯 口① 从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 欧盟试图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扩

大 到全球航空领域 ， 对外航实现温室气体排臟雛制 ，

１ ？ 有序改革欧盟碳有 ｇ放交易体系 ， 逐渐完但遭到美 、 日 、 中等其他主权国家 的强烈反对。 迫于 多国

善节能减排的市场化机制 压力 ， 欧委会于 ２０１ ２ 年 １ １ 月决定
“

暂停
” 征收航空碳税 。

、
一

以也 山私撕他训上ｕ 一 口 ，丄＜②Ｅ ｕ ｒｏ
ｐ
ｅａｎＣｏｍｍ ｉｓｓ ｉｏｎ

：
“
Ａ

ｐ
ｏ ｌ

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

ｌ
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在实际迈作过程 中 ，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６胃 ｉｎｔｈｅ＿ｏｄｆ＿＿ｔ。 ＿Ｂ＿ｅｌｓ
，

暴露出诸多缺陷 ， 主要包括 ： （ １
） 欧盟发放的２２ ． １ ． ２ Ｇ １４ ＣＯＭ （ ２０ １４

）１ ５ ｆｉｎａ ｌ
．

１４ ２



张 敏 ： 解读
“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欧盟将创建
一个碳配额市场稳定储备体系 ， 实国在实现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外行业和部门

现 自动有效调整碳配额的供需关系变化 ， 尽量的温室气体减排 、 可再生能源 目标 、 能源效率 、

减少市场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 。

一旦市场上对能源安全 、 研发和创新 ， 以及诸如核能 、 页岩

碳配额需求上升 ， 可向稳定的碳配额储备体系气 、 碳捕获与储存等诸多 目标上提 出具体措施

申请增加碳配额供应 ， 从而有效防范欧盟企业和行动计划 。 欧盟委员会将委托独立机构对这

和行业通过 向外转移高碳产业 ， 加大全球碳泄些 国别计划进行综合评估 。 在此基础上 ， 欧委

漏风险 。会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 这
一“

自 下而上
”

２ ． 建立单
一

的电力和天然气能源市场的治理机制既赋予 了成员 国在节能减排上的灵

就 目前而言 ， 欧盟各国 电力 市场是分割的 ， 活性和 自 主性 ， 也使欧委会在实现 总体 目 标上

电价由各国 自行确定 ， 电力补贴标准也不统
一

， 具有了更大的把控权和导向性 。

税收在最终电价中 的比重 占到了３０％ ， 欧盟成４ ． 加大低碳研发创新投人

员 国电价税的差价幅度介于 ５％至 ５ ６％之间 。 由“

欧盟 ２０ 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注重

于电力市场不统
一

， 履行 《京都议定书 》 以来 ，

以成本效益方式 ， 调整研发经费投人重点来实
欧盟家庭和工业用 电价均 出现大幅上扬 ， ２００ ８ 现欧盟的节能减排 目标 。 从成本角度看 ， 与其
？

２０ １２ 年工业用 天然气和电 力的价格 （含
，

）

将公共开支投人于更新老化的能源系统 、 支付
分别上调 了

３ ．３％和 １ ５％ ， 家庭用电价的增幅分 不断上涨的化石燃料价格 ， 还不如将用 于燃料

别为 １ ３ ．６％和 １ ８％ 。 随着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比 的支出转 向研发各种低碳创新设备 ， 技术进步

重的上升 ， 批发 电价呈下降态势 ， 但利 用这类 带来的经济效应是可持续的 。 在 ２ ０１ ４
？

２０２０ 年
Ｍ发电享受的—补贴将计人零售 电价 ’；ｔ刺司 ， 欧盟将逐年增加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上
终仍然转嫁给了 欧Ｍ 费者 ’ 结果实际 电》 隨发投人 ， 新的能源与创新项 目 投资为 ６ ０ 亿

欧元 ， 用于提高能效 ， 确保能源安全供应和低
因此 ， 加快欧洲单一 能源市场的建设是实

现
“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目标的
°

关键举措之
一

。 欧盟计划在 ２０ ２０
？

２０３０ 年期三、

“

欧盟 ２ ０３ ０ 年气候与能源

间 ， 逐渐取消对成熟能源技术的 国家补贴政策 ，政策框架
”

的潜在影响
对具有开发潜力 的非成熟低碳节能技术 ， 政府

将会提供补贴 。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 ， 完全
－

体化 、
“

欧盟 ２〇３〇 年气候和獅政策框架
”

是欧

具有竞争性的能源市场将为欧盟节约成本 ４００
？ 盟力争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 的重要

７００ 亿欧元 。 在开放的能源市场 ， 消费者可 自行
“

驿站
”

， 具有承上启 下的作用 。 这
一政策框架

选择电力供应商或 自 己生产具有可持续性的能 延续了欧盟节能减排的政策理念 ， 提出 的三项

源 ，
促使电价下调 。目标均 比较符合欧盟节能减排现状 。 有效贯彻

３ ． 在欧盟层面上创建统
一

的治理机制落实这
一

政策框架 ， 将会对欧盟气候外交 、 能

为了更好地监督成员 国 的减排进度 ， 欧盟 源政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 。

委员会提议在 ２ ０２０ 年后简化和合并现行的可再首先 ， 有望提升欧盟在 《后 ２０２０ 年全球气

生能源 、 能源效率和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的 国别候变化协议 》 谈判 中 的主导权 。 秉承欧盟在历

独立报告制度 ， 实行统
一

的治理机制 。 这
一

治 届 国 际气候变化大会上 的
一

贯做法 ， 欧盟于

理机制类似 于 １ ９ ９８ 年欧盟就业战略 中 创建的２０１ ５ 年 ２ 月 ２ ５ 日率先表明 了在巴黎国际气候变
“

开放协调法
”

， 先 由成员 国按照本 国能源生产化大会上的立场和态度 ， 提 出 了６０％的全球长

结构 、 消费偏好 、 低碳技术优势 ， 自行制定竞期减排 目标以及至少减排 ４ ０％ 的欧盟 自身贡献

争 、 安全和可持续的国别年度能源计划 ， 这些目标 。 从现实情况 出发 ， 这些 目 标对欧盟而言

计划的总体 目标是实现欧盟减排 目标 ， 要求各或许是可行的 ， 但对其他国家而 言可能要求过
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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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 这是因为 ，

一方面表明 了 欧盟愿意继续重 占到 ９７％ 。 相 比 ２０ ０５ 年 ，
２０５０ 年能源消费下

扮演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头羊和领导者的角降 ３０％ ， 减少欧盟对外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

？

色 ， 希望通过
“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这一宏大 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 需要欧盟在每

架
”

对联合 国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结果施
一

个阶段实现既定的节能减排 目标 ，

一旦
“

欧

加影响 ， 为 《后 ２０ ２０ 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 的盟 ２０３０年气候与 能源政策框架
”

能够顺利实

签署发挥规制者的作用 ； 另一方面 ， 欧盟对其现 ， 无疑将成为欧盟 向 ２０５０ 低碳经济转型的重

他国家在减排 目标上施加一定压力 ， 迫使各 国要推动力 ， 欧盟通过每年在低碳研发上的巨 额

跟上欧盟步伐 ， 敦促世界各国 共同大幅减排 ， 投入 （ ２７００ 亿欧元 ， 约 占 欧盟年 均 ＧＤＰ 的

控制全球气候变暖
，
努力达成 《后 ２０２０ 年全球１ ． ５％ ）

， 尽快实现 向 低碳 经济转型 。 预计到

气候变化协议 》 ， 借机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扩２０ ５０ 年 ， 欧盟降低能源消费每年可节省燃料费

展到全球 。３２ ００亿欧元 。 空气会变得更为洁净 ， 用于整治空

其次 ， 加快欧洲能源联盟 的建设步伐 。 要气污染和疾病诊疗的费用年均可节省 ８８０亿欧元 ，

实现
“

欧盟 ２０ 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 欧同时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绿色低碳就业岗位 。

盟未来的节能减排任务将是十分艰 巨的 。 当前
“

欧盟 ２ 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对

欧盟能源市场的分割和欧盟能源对外高度依赖 ，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２ 月在 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

将会严重制约这一 目标的实现 。 为此 ，
２０ １ ５ 年大会上可能达成的协议将产生多大影响 ？ 令人

２ 月 ２５ 日 欧委会提出建设欧洲能源联盟 。 可 以拭 目 以待 。

预期 ， 今后欧盟能源市场改革将会涉及到调整

能源市场结构 、 加 强现有能源市场机制 、 改善本文作 者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欧洲 研究 所研

和提高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 ， 有望究 员 、 科技政策研究 室 主任 、 中 国 社会

推动能源在欧盟大市场 内的 自 由 流动 ， 消除各科学院 西班 牙研究 中 心秘书长

国能源
“

孤岛
”

， 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并网进程 。责任编辑 ： 周 勤 勤

最后 ，

“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


将助推欧盟在 ２０ ５０ 年 向低碳经济转型 ， 提高欧

盟全球经济竞争力 。 ２０１ １年欧盟制定了２０ ５０年①Ｅｕ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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