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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对维谢格拉德集团
四国能源合作的影响

姜　 琍

　 　 【内容提要】 　 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

洛伐克国内的能源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ꎬ尽管其能源结构和能源对外

依赖程度各不相同ꎬ但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性作用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供

应都高度依赖俄罗斯ꎮ 这导致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能源安全较

为脆弱ꎮ ２００４ 年加入欧盟后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愈益关注能源合作ꎮ
２００９ 年爆发的俄乌天然气危机促使四国能源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ꎬ２０１３ 年

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推进了四国的能源合作ꎮ 与此同时ꎬ四国能源合作也

面临新的挑战ꎮ
【关 键 词】 　 维谢格拉德集团　 　 能源合作 　 　 乌克兰危机 　 　 俄

罗斯

【作者简介】 　 姜琍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

究员ꎮ

１９８９ 年政局剧变后ꎬ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相似的社会思维的中欧三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维谢格

拉德集团①ꎬ以便在全面转型和“回归欧洲”进程中加强磋商与合作ꎮ 维谢格

拉德集团成立之初ꎬ能源合作就成为其既定目标之一ꎮ 但在 ２００４ 年加入欧

盟前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实际上并没有过多关注能源领域的合作ꎬ其首要

目标是尽快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ꎮ 加入欧盟后ꎬ能源合作问题愈益成为维谢

格拉德集团四国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ꎮ

—５２—

①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后ꎬ维谢

格拉德集团成员国由 ３ 个变为 ４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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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国的能源结构及能源对外依赖程度

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努力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ꎬ但是天然气、石
油和煤炭依然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主要能源ꎮ 有限的能源供应、不稳定

的能源输送以及矿物燃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促使欧盟成员国加紧保障本国的

能源安全ꎮ 在欧盟框架内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

克国内的能源生产远不能满足其消费需求ꎬ尽管其能源结构和能源对外依赖

程度各不相同ꎬ但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性作用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很大程度

上都依赖一个国家———俄罗斯ꎮ
(一)波兰

波兰的能源结构非常不合理ꎮ ２０１１ 年ꎬ波兰国内 ５６％ 的能源消费来自

煤炭ꎬ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 ２５％ 、１３％ 和

６％ ①ꎮ 波兰是欧盟最大的褐煤生产国ꎬ完全可以实现煤炭的自给自足ꎬ是欧

盟能源对外依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３ 年ꎬ欧盟能源对外依赖程度为

５３ ２％ ꎬ波兰则为 ２５ ８％ ꎮ 由于欧盟规定在 ２０２０ 年以前降低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ꎬ波兰面临在能源结构中减少煤炭比重和增加其他能源所带来的压力ꎮ
在波兰ꎬ几乎所有的石油和 ２ / ３ 的天然气消费都依赖进口ꎬ俄罗斯是其

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ꎮ 尽管波兰努力使能源供应多元化ꎬ从德国进口

部分天然气ꎬ从阿尔及利亚、英国和挪威进口部分石油ꎬ但是俄罗斯依然在波

兰天然气和石油进口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ꎬ波兰石油进口总量的 ９４％和天然

气进口总量的 ９０％来自俄罗斯②ꎮ 另外ꎬ随着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北溪”天然气管

道的开通ꎬ波兰失去了其作为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欧洲的过境运输国地位ꎮ
２００９ 年波兰政府制定的«２０３０ 年前波兰能源政策»确定了以下六个优先

发展方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ꎻ增强能源供应安全ꎻ通过研发核能促使电力生

产结构多样化ꎻ进一步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ꎻ开发有竞争力的电力和燃料市

场ꎻ控制能源部门对环境的影响ꎮ
根据这一能源政策ꎬ波兰的能源结构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会发生显著变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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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能的利用将明显增强①ꎮ 波兰已经推出了开发页岩

气的战略计划ꎬ希望以此降低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ꎮ 迄今为止ꎬ波兰没有核

电站ꎮ 为了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ꎬ波兰计划建造核电站ꎬ预计在 ２０２２ 年以前

将建成第一座核电站ꎮ
(二)捷克

捷克的能源结构比较合理ꎬ一半的能源消费来自天然气、石油和核能ꎬ大
约 ４０％来自煤炭ꎬ其他来自可再生能源和废料②ꎮ 由于国内固体燃料和核能

的产量较高ꎬ捷克在欧盟属于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ꎬ２０１３ 年能源对

外依赖程度为 ２７ ９％ ꎮ
捷克有丰富的褐煤储存量ꎬ也有天然铀矿床ꎬ主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ꎮ

捷克有长达 ６００ 多年的煤炭开采历史ꎬ全国很多地方都可以开采ꎬ基本上能

够自给自足ꎬ从而将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和石油的比重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

平ꎮ 为了按照欧盟要求降低碳排放和支持绿色能源政策ꎬ捷克计划不断减少

煤炭开采量ꎬ增加天然气和核能的比重ꎮ
捷克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９８％ 依赖进口ꎬ进口中的 ５８ ８％ 来自俄罗斯ꎬ

３４ ６％来自挪威ꎬ６ ６％来自德国③ꎮ 早在 １９９６ 年ꎬ捷克政府就决定与德国和

挪威的天然气运输管线连接起来ꎬ以免完全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俄乌天然气危机爆发后ꎬ来自挪威的天然气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捷克面临的压力ꎮ 捷克可谓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中天然气供应多元化程

度最高的国家ꎮ
捷克每年大约消费 ７００ 万 ~ ８００ 万吨石油ꎬ９８％依赖进口ꎬ其中超过 ２ / ３

来自俄罗斯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捷克就决定建立一条新的输油管线ꎬ
以防仅有的一条来自俄罗斯的“友谊”输油管线出现问题ꎮ 这条新的输油管

线(ＩＫＬ)来自德国ꎬ捷克一直努力寻求增强该管线的运力ꎮ
目前ꎬ捷克有两座核电站———杜克瓦尼核电站和特梅林核电站ꎬ生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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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总量的 １ / ３ꎮ 尽管发展核电遭到邻国奥地利和国内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ꎬ
但由于核能具有稳定、低碳、低成本、发电效率高等特性ꎬ捷克政府非常重视

核能的开发利用ꎮ 预计到 ２０６０ 年ꎬ捷克的核电站将生产电能总量的 ８０％ ①ꎮ
(三)斯洛伐克

从表面上看ꎬ斯洛伐克的能源结构比较合理ꎮ ２０１２ 年ꎬ天然气、核能、煤
炭、石油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２６％ 、２４％ 、２１％ 、
２０％和 ９％ ②ꎮ

然而ꎬ斯洛伐克是欧盟成员国中为数不多的 ９５％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的

国家之一ꎬ三种主要的能源资源石油、天然气和核燃料基本上都来自一个国

家———俄罗斯ꎮ 而且ꎬ斯洛伐克能源供应路线多元化程度很低ꎬ超过 ７５％ 的

燃料能源经由乌克兰从俄罗斯进口ꎮ 因此ꎬ斯洛伐克是欧盟能源安全最脆弱

的国家之一③ꎮ
斯洛伐克境内可开采褐煤ꎬ开采量可以满足 ８０％ 左右的煤炭需求ꎻ

国内开采褐煤有利于斯洛伐克的能源安全ꎬ但由于褐煤的开采和燃烧对

环境造成不良影响ꎬ开采量不断减少ꎮ 因此ꎬ褐煤需要进口ꎬ主要来自捷

克、俄罗斯和波兰ꎮ
斯洛伐克 ９８％的天然气依赖进口ꎮ 斯洛伐克也是拥有最广大输气网络

的欧洲国家之一ꎮ 欧洲约 ２０％的天然气消费量通过斯洛伐克输送ꎬ斯洛伐克

是俄罗斯天然气向中欧和西欧输送的可靠的过境运输国ꎬ每年输送俄罗斯天

然气的数量在欧洲名列第一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爆发的俄乌天然气危机向斯洛伐克敲响了警钟ꎮ 俄罗斯停止向

乌克兰输气后ꎬ斯洛伐克成为欧洲最受冲击的国家之一ꎮ 有消息来源称ꎬ斯洛伐

克当时每天承受经济损失达 １ 亿欧元ꎬ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１％ ~１ ５％④ꎮ
斯洛伐克有两座核电站ꎬ核燃料需要进口ꎮ 如同捷克一样ꎬ斯洛伐克从

俄罗斯“ＴＶＥＬ”公司进口核燃料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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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匈牙利

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三个成员国不同ꎬ核能和天然气在匈牙利能源消

费中的比重较大ꎬ而煤炭的比重较小ꎮ 根据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数据ꎬ
核能、天然气、煤炭和可再生能源在匈牙利电力生产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４３ ６％ 、３０ １％ 、１８％和 ７ ５％ ①ꎮ
２０１２ 年ꎬ匈牙利天然气产量为 ２４ ６ 亿立方米ꎬ仅能满足 ２０ ６％ 的国内

需求②ꎮ 天然气储量预计仅能开采十几年ꎬ且产量逐渐减少ꎮ 如今ꎬ匈牙利

日石油消费量约为 １６ ３ 万桶ꎬ８０％ 需要进口ꎬ俄罗斯是其石油供应国ꎮ 而

且ꎬ近年来匈牙利对石油的消费需求呈上升趋势③ꎮ
匈牙利政治精英曾经围绕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高度依赖问题展开激烈争

论ꎮ 一派认为ꎬ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威胁匈牙利国家安全ꎬ因为俄罗

斯将能源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ꎮ 另一派则认为ꎬ俄罗斯不是威胁ꎬ应
该与俄保持友好关系ꎮ 近几年ꎬ匈牙利政府也在考虑天然气供应来源多元化

以及降低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年初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核能合作协议ꎮ

根据此协议ꎬ俄罗斯在匈牙利帕克斯核电站新建两台机组ꎬ并供应燃料和培

训操作人员ꎮ 帕克斯核电站原有 ４ 台运营机组ꎬ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

量的 ４０％ ꎮ 尽管匈牙利有铀矿资源ꎬ但目前尚未开采ꎬ主要从俄罗斯进口核

燃料ꎮ
综上所述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能源储备和能源对外依赖程度方面存

在差异:捷克和波兰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ꎬ能够满足国内煤炭的消费需求ꎬ而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则必须进口煤炭ꎻ四国的石油储量都很少ꎬ除了匈牙利以

外几乎完全依赖进口ꎮ 在天然气方面ꎬ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稍好ꎬ国内生产

的天然气可以满足部分消费需求ꎬ捷克和斯洛伐克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ꎻ另
外ꎬ四国在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供应体系等方面也有所不同ꎮ

上述因素导致四国的能源安全水平高低不一ꎬ能源安全较为脆弱ꎮ 在国

际能源形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抛开在人口、面积、国际

—９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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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财政状况等方面的差异ꎬ不断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ꎬ以维护能源安全ꎮ

二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能源合作

２０１３ 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前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能源合作经历了

三个阶段ꎬ重要转折点是 ２００９ 年俄乌天然气危机ꎬ这一事件促使维谢格拉德

集团四国更加重视能源安全ꎬ并不断深化在能源领域的合作ꎬ以减少高度依

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带来的威胁ꎮ
(一)２００４ 年“入盟”前的能源合作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最高领导人在象征三国

团结互助的地方———匈牙利境内的维谢格拉德城堡会晤ꎬ签署了关于三国在

清算共产主义制度遗产、向西方式多元民主社会转型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中加强合作的宣言ꎮ 维谢格拉德集团成立宣言表达了三国的共同意愿:发展

相互联通的交通基础设施ꎬ进一步协调能源体系ꎮ 这表明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已经对能源安全有着相似的理解ꎬ认识到在能源

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意义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尽管那时已经提出了连接南北基础设施的计划ꎬ这可谓

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确立的第一个目标ꎬ但直到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俄乌天然气危机爆发以及欧盟拨款大力支持中欧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之后ꎬ四国才开始逐步实现这一目标ꎮ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后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利

于合作的因素ꎬ如捷克消极对待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外交政策ꎬ斯洛伐克逐渐

陷入国际孤立状态ꎬ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等ꎮ 而随着中欧

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以及欧盟采取以候选国自由竞争为基

础的扩大战略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的外部压力大大减弱ꎮ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在发展相互关系和融

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首先致力于贯彻本国(民族)利益ꎬ而将地区团结与合作

置于次要地位①ꎮ
直至 １９９８ 年ꎬ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才得以恢复和

加强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总理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峰会ꎬ重

—０３—

① 姜琍:«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演变及其发展前景»ꎬ«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１１ 年

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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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确定了合作的具体内容ꎮ 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ꎬ四国将加强能源供应多元

化领域的讨论和合作确立为目标之一①ꎮ 总而言之ꎬ在 ２００４ 年会合于欧洲—
大西洋结构以前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主要致力于与“入盟”有关的问题ꎬ能
源安全问题没有成为优先议题ꎮ

(二)２００４ 年“入盟”至 ２００９ 年天然气危机期间的能源合作

２００４ 年四国加入欧盟后ꎬ中欧地区合作的步伐没有停止下来ꎬ从领导人

到普通民众都希望将合作延续下去ꎮ 四国总理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签署的«新维

谢格拉德集团宣言»和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签订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方针»确立

了合作的新内容和新目标ꎮ 四国不仅合作范围明显扩大ꎬ而且出现了新的合

作机制“Ｖ４﹢”ꎬ即非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可以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该

集团开展合作ꎮ
尽管能源安全问题愈益得到四国领导人的重视ꎬ但合作仅限于在协商欧

盟规则时努力达成一致立场以及就一些特别的能源问题交换意见ꎬ一直没有

实施具体的加强能源供应安全的合作项目ꎮ 在四国领导人会晤或维谢格拉

德集团四国与波罗的海三国、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

在“Ｖ４﹢”合作机制框架内磋商时ꎬ即使能源安全问题成为讨论的议题ꎬ会谈的

最终立场通常也只是呼吁欧盟机构加紧解决能源安全问题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俄乌第一次天然气危机后ꎬ欧盟针对俄罗斯减少供气问题作

出反应:发布«欧盟能源政策绿皮书»ꎬ并通过«欧洲能源政策»ꎬ确立能源供

应安全为根本目标ꎮ 然而ꎬ这次天然气危机没能显著推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

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ꎮ 虽然四国第一次明显感受到高度依赖俄罗斯能

源供应的危险ꎬ但仅呼吁欧盟要更加团结ꎬ以便对俄罗斯采取统一立场②ꎮ
四国一方面意识到合作比单独行动更有效ꎻ另一方面也认为ꎬ小国的谈判潜

力小ꎬ即使团结起来也难以解决能源安全问题ꎬ只有欧盟机构才能有效地解

决这一问题ꎮ
当然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能源安全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ꎬ主

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ꎬ努力同欧盟以外与中欧地区能源网络相连的

国家开展合作ꎬ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ꎻ第二ꎬ能源专家工作组的合作从交换

—１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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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扩大到为能源工业的具体问题协调步骤和共同提出建议ꎻ第三ꎬ２００８ 年

成立了能源高级工作组ꎬ其任务是为共同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ꎮ
可以认为ꎬ在 ２００４ 年“入盟”至 ２００９ 年天然气危机期间ꎬ维谢格拉德集

团四国的能源合作非常有限ꎮ 尽管能源安全问题是负责能源事务的部长和

总理定期会晤的一项内容ꎬ但四国合作没有突破仅仅发表声明的水平ꎬ从未

制定出具体的能源合作项目①ꎮ
(三)２００９ 年天然气危机后的能源合作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天然气价格以及天然气运输问题上

的争端ꎬ在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大约 ４０ 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供气

完全中断的状况ꎬ前后持续 １１ 天ꎮ １２ 个欧盟成员国受到影响ꎬ其中斯洛伐克

和保加利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ꎬ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完全依赖经由乌克兰境

内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ꎮ 在俄罗斯恢复通过乌克兰向欧洲供气之前ꎬ斯
洛伐克获得经由捷克反向输入的天然气ꎬ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然气短缺

的压力ꎮ 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三个成员国受到天然气危机影响的程度各不

相同:波兰没有受到直接影响ꎬ它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多数通过途经白俄

罗斯的“亚马尔”输气管线输入ꎻ捷克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ꎬ尽管它通过途

经乌克兰和斯洛伐克的“兄弟”输气管线进口大量的俄罗斯天然气ꎬ可它也能

够从挪威进口天然气ꎬ只是价格比较高ꎻ面对天然气危机ꎬ匈牙利则不得不采

取一些自救措施ꎬ如限制国内最大天然气用户的用量ꎬ增加天然气开采量和

扩大来自西欧国家的天然气进口ꎮ
此次天然气危机后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决定采取措施降低对俄罗斯能

源供应的依赖程度ꎬ四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发生了实质性变化ꎬ开始朝

着具体的合作项目迈进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成立了负责能源合作项目的能源基础设施工作组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在波兰担任维谢格拉德集团轮值主席国任期届满之际ꎬ四国总理举行会晤ꎬ
决定成立能源基础设施工作组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该工作组成员举行第一

次会晤ꎬ与四国能源专家共同讨论能源合作的可能性ꎬ如贯通南北能源走廊、
建造波兰和克罗地亚的液化天然气终端管线等ꎮ

第二ꎬ在“Ｖ４﹢”合作机制框架内举行能源安全峰会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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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布达佩斯举行了能源安全峰会ꎬ奥地利、波黑、克罗地

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也前来参会ꎮ 与

会领导人表示ꎬ将努力推动连接波兰与克罗地亚液化天然气终端管线的南北

天然气走廊和其他项目ꎬ并希望欧盟增加对能源供应多元化合作项目的财政

支持ꎮ 会议签署共同声明ꎬ为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后来在能源市场连接、南
北向基础设施联通和能源危机时期加强团结奠定了基础ꎮ

第三ꎬ争取欧盟对中欧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维
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负责能源事务的部长共同致信负责能源事务的欧盟委员

会委员金特厄廷格ꎬ强调在中欧地区和欧盟发展能源基础设施、连接南北

向天然气管道和为发展能源基础设施设立新财政工具的重要性ꎮ 厄廷格接

受了这一倡议ꎮ 随后ꎬ欧盟成立了高级工作组ꎬ负责制定石油、电力和天然气

等领域多元化项目的行动计划ꎮ 该工作组成员不仅来自维谢格拉德集团四

国ꎬ还来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ꎬ克罗地亚则拥有观察员国地位①ꎮ
第四ꎬ促使贯通南北天然气走廊纳入欧盟优先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项

目ꎮ 经过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努力ꎬ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正式

发布的名为«能源 ２０２０———寻求具有竞争性、可持续性和安全性能源»的战

略文件中ꎬ南北天然气走廊项目被确认为欧盟优先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

项目ꎮ
欧盟理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４ 日通过的«欧洲能源战略»也表示要发展中欧

的能源基础设施ꎬ从而为欧盟资金资助中欧能源合作项目提供了可能性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其他中欧 ６ 国与欧盟委员会签署

了加强南北天然气走廊项目合作的备忘录ꎬ以改善上述国家基础设施相互联

通的状况②ꎮ
第五ꎬ逐步实施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之间的能源管线连接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签署了关于在能源对接领域加强合作的协议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波兰与捷克之间的天然气管线首次成功对接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捷克与斯

洛伐克之间反向输送天然气项目完成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斯洛伐克与波兰签署实

施天然气管线对接研究的协议ꎬ计划 ２０２０ 年以前两国实现天然气管线对接ꎮ

—３３—

①

②

Ｊｏｌａｎａ Ｔｏｍａｎｏｖáꎬ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ｋá ｂｅｚｐｅｃｎｏｓｔ ｓｔáｔｕ Ｖｉｓｅｇｒáｄｓｋé ｃｔｙｒｋｙ － ｋｏｏｐｅｒａｃｅ ｖ
ｏｂｌａｓｔｉ ｚｅｍｎíｈｏ ｐｌｙｎｕ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ｓ ｍｕｎｉ ｃｚ / ｔｈ / ２５２９５５ / ｆｓｓ＿ｍ / ? ｌａｎｇ ＝ ｅｎꎻｉｄ ＝ ２４３１１９

该备忘录包括一份在中欧地区优先发展能源项目的清单ꎬ不仅涉及天然气ꎬ还涉

及电力和石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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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ꎬ积极推进核能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捷克担任

维谢格拉德集团轮值主席国ꎬ强调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重要性ꎮ 此举不仅得

到拥有核能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支持ꎬ就连没有核能的波兰也表现出在核

能领域加强合作的兴趣ꎮ

三　 乌克兰危机后能源合作的推进及面临的挑战

２０１３ 年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以及随后的俄欧关系恶化ꎬ对维谢格拉德

集团四国乃至整个欧盟的能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ꎮ 乌克兰危机既暴露了欧

盟对其东部邻国和俄罗斯政策的失败ꎬ也暴露了维谢格拉德集团内部的不团

结ꎮ 尽管许多人认为四国合作根基不稳ꎬ把四国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纽带不牢

固ꎬ预测维谢格拉德集团会因此走向终结ꎬ但是四国依然继续推进在能源安

全领域的合作ꎮ 不过ꎬ在新的国际形势下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能源合作

面临新的挑战ꎮ
(一)四国扩大和深化能源领域合作

１ 在欧盟准备«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过程中努力协调立场

由于气候与能源政策将对企业竞争力、商业环境、能源资源的进口和生

产费用产生影响ꎬ因此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欧盟气候谈判过程中一直持

谨慎态度ꎬ担心严格设定目标会损害本国经济ꎬ特别是在经济停滞、失业率较

高时期严格设定目标会对本国企业造成不利影响ꎮ 与欧盟老成员国相比ꎬ新
成员国的工业部门需要为实现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设定的目标付出更高昂

的代价ꎮ 因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较大ꎬ波兰担心经济低碳化所需的高额成

本将放缓企业发展的速度ꎻ而属于欧盟工业化程度最高国家行列的捷克则指

出ꎬ本国企业遇到因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而使电价提高的问题ꎮ 经过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努力ꎬ欧盟新老成员国在气候与能

源政策问题上最终达成妥协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欧盟 ２８ 国通过了欧盟委

员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提出的«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协议①ꎬ较为贫穷

的新成员国获得如下承诺:为实现该框架协议所设定的目标ꎬ它们将得到一

定的经济补偿ꎮ 另外ꎬ欧盟理事会保证成员国有足够的灵活度选择其能源结

—４３—

① 按照该框架协议设定的目标ꎬ在欧盟范围内ꎬ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至少要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４０％ ꎬ可再生能源将占欧盟能源使用总量的至少 ２７％ ꎬ能效将至少提高

２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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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ꎬ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欧盟层面在选择能源来源问题上相互支持ꎬ都
赞同发展核能ꎬ认为每个成员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能源来源ꎮ

２ 不断加强在天然气管网连接方面的合作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边界举行了象征性连接两国天

然气管线的仪式ꎮ 斯洛伐克总理菲乔指出:“我们不仅与奥地利、捷克的天然

气管线连接ꎬ还将与匈牙利的天然气管线连接ꎬ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渐连接到

波兰的天然气走廊ꎬ然后进一步南下经匈牙利连接巴尔干国家ꎮ 天然气管线

南北贯通逐渐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ꎮ”而此合作项目促使匈牙利并入西欧天

然气管网ꎬ它因此可以获得来自俄罗斯以外的天然气ꎮ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

示:“无论在我们的东部发生什么事情ꎬ从现在起我们将总能获得天然气ꎮ”①

该管线连接项目全长约 １１１ 公里ꎬ其中 ９２ １ 公里在匈牙利境内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捷克与波兰签署备忘录ꎬ宣称支持建设第二个连接两

国天然气管线且双向输气的项目ꎮ 预计该合作项目在 ２０１９ 年以后将能确保

波捷两国之间可靠的天然气运输、天然气进口线路多元化和降低对俄罗斯天

然气的依赖ꎮ
斯洛伐克方面担心ꎬ如果俄罗斯停止从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ꎬ其境

内的天然气管网就有可能被切断ꎮ 于是ꎬ斯洛伐克天然气管道运营商

“Ｅｕｓｔｒｅａｍ”公司提出了将天然气从东南欧经斯洛伐克输送至西欧并且可以

逆向输送的“东环”(Ｅａｓｔｒｉｎｇ)计划ꎬ以便作为俄罗斯原先计划的经黑海到巴

尔干地区的“南溪”管线的替代选择ꎮ 该计划不仅得到斯洛伐克的支持ꎬ还得

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支持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斯、匈、保、罗四国签署

关于连接天然气管线并且实现天然气双向流动的协议ꎬ以提高其天然气供应

的安全性ꎮ 该合作项目计划 ２０１８ 年年底开始商业运营ꎮ
３ 扩大电力市场的连接

２００９ 年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电力市场率先连接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捷克、斯
洛伐克和匈牙利三国的电力市场成功连接ꎮ 随后ꎬ波兰和罗马尼亚决定加入

这一行动ꎬ以分享电力市场融合的好处和促进欧洲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ꎮ
中欧地区电力市场的连接有助于对电力市场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优化

—５３—

① Úｒａｄ ｖｌáｄｙ 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ｅｊ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ｙꎬＰｒｅｐｏｊｅｎíｍ 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ｙｃｈ ａ ｍａｄ’ａｒｓｋｙｃｈ ｐｌｙｎｏｖｏｄｏｖ ｓａ
ｐｏｄｓｔａｔｎｅ ｚｖｙšｉ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ｋá ｂｅｚｐｅｃｎｏｓｔ’ ｎａšｉｃｈ ｋｒａｊí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ｌａｄａ ｇｏｖ ｓｋ / ｐｒｅｐｏｊｅｎｉｍ －
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ｙｃｈ － ａ － ｍａｄａｒｓｋｙｃｈ － ｐｌｙｎｏｖｏｄｏｖ － ｓａ － ｐｏｄｓｔａｔｎｅ － ｚｖｙｓｉ －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ｋａ － ｂｅｚｐｅｃｎｏｓｔ －
ｎａｓｉｃｈ － ｋｒａｊ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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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输电容量、加强电力市场的竞争、推动电力批发价格的稳定与趋同、增强

电能供应的安全性和流动性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

罗马尼亚五国电力输送系统经营企业、电力交易所和国家能源监管机构的代

表签署关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电力市场连接的

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

电力市场成功连接ꎮ 不过ꎬ波兰由于交易模式的差异至今尚未加入电力市场

连接项目ꎬ然而它依然是该项目的参与国ꎬ只是暂时延缓了加入时间ꎮ
４ 共同请求美国尽快扩大对欧页岩气出口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表示它可能会因乌克兰没

有按期支付天然气费用而停止向其出口天然气ꎮ 当天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

驻美国大使联名致信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ꎬ请求美国在俄罗斯停

止通过动荡不安的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情况下ꎬ尽快扩大对欧页岩气

出口ꎮ 四国认为ꎬ乌克兰危机使冷战幽灵在欧洲复活ꎬ而能源安全是中东欧

国家的日常问题ꎮ 四国大使在信中表示:“中东欧国家非常欢迎来自美国的

天然气供应ꎬ天然气的竞争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ꎬ也是确保美国

在该地区利益存在的关键ꎮ”①作为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来信的回应ꎬ约
翰博纳敦促奥巴马总统答应盟友的请求并尽可能利用美国的能源资源来

减轻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朋友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ꎮ
(二)四国能源合作面临新的挑战

１ 四国对乌克兰危机的认知及其对俄罗斯的态度存在差异

尽管四国都邻近乌克兰和俄罗斯ꎬ都关注这两个国家的发展ꎬ在社会主

义时期都曾经是苏联的卫星国ꎬ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四国对危机的认知

及其作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ꎮ 四国分别向欧盟、俄罗斯和集团内其他成员国

发出了各不相同的信号ꎬ根本原因是它们在地理位置、历史经验、执政党的意

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与俄罗斯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等方面

各有不同ꎮ
波兰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内的地位一直很特殊ꎬ不仅因为它在国土面积、

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等方面明显超过其他三个成员国ꎬ而且主要因为它长期

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民族抱负ꎮ 在国家的安全利益方面ꎬ几乎所有的政

—６３—

① Ｖ４ žáｄá ＵＳＡ ｏ ｒｏｚšíｒｅｎí ｖｙｖｏｚｕ ｐｌｙｎｕ － ｋｄｙｂｙ Ｍｏｓｋｖａ ｚａｖｒｅｌａ ｋｏｈｏｕｔｋ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ｓｋａｔｅｌｅｖｉｚｅ ｃｚ / ｃｔ２４ / ｓｖｅｔ / １０４４６９９ － ｖ４ － ｚａｄａ － ｕｓａ － ｏ － ｒｏｚｓｉｒｅｎｉ － ｖｙｖｏｚｕ － ｐｌｙｎ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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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多数民众都认为波兰潜在的威胁来自俄罗斯的修正主义政策ꎮ 波兰严

厉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ꎬ主张欧盟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ꎬ积极

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ꎬ要求北约在其境内部署军事力量ꎬ不断加强与美国

的合作ꎬ倡导成立欧洲能源联盟ꎮ
２０１４ 年议会大选中获得连任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ꎬ

它采取远离传统欧洲民主及其价值观的内政外交ꎬ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治

理模式与俄罗斯非常接近ꎮ 欧尔班政府主张与俄罗斯加强合作ꎬ对乌克兰危

机的反应符合其长期的国家利益ꎬ即不能破坏与俄罗斯日益密切的经济关

系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匈牙利公开表示反对欧盟制裁俄罗斯ꎬ积极支持俄

罗斯倡导的“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ꎬ而且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与俄罗斯签署了在

帕克斯核电厂新建两台机组的协议ꎬ包括俄罗斯提供核燃料和 １００ 亿欧元贷

款的内容ꎮ
捷克政界对乌克兰危机持四种态度:中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力量认为俄罗

斯是对欧洲秩序的一大威胁ꎬ赞同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对乌克兰援助ꎻ
外交部部长扎奥拉雷克主张与欧盟主流的意见保持一致ꎬ认为必须对俄罗斯

制裁ꎻ总理索博特卡和财政部部长巴比什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ꎬ重点关注与

俄罗斯的经济联系ꎬ认为对俄罗斯制裁会影响两国的贸易ꎻ捷克和摩拉维亚

共产党、现任总统泽曼和前任总统克劳斯采取亲俄态度ꎬ泽曼是唯一一位参

加俄罗斯二战庆典的欧盟国家元首ꎬ克劳斯则声称乌克兰危机是西方国家挑

衅的结果ꎮ
斯洛伐克菲乔政府也拥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ꎬ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是

该政府的一个优先方向ꎮ 菲乔政府努力在核能和宽轨铁路建设等方面加强

与俄罗斯的合作ꎮ 因此ꎬ斯洛伐克对乌克兰危机采取谨慎态度ꎬ努力避免可

能危及与俄罗斯关系的行为ꎬ一方面支持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ꎬ另一

方面反对欧盟制裁俄罗斯ꎮ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对乌克兰危机的认知、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看

法以及对主要能源供应国俄罗斯的态度存在差异ꎬ显然不利于集团内部的能

源合作ꎮ
２ 四国对欧洲能源联盟草案的看法不一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由于担心通过乌克兰输送至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供

应出现问题ꎬ高度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的欧盟更加重视能源安全问题ꎮ 它试图

通过各种途径加强能源安全ꎬ比如推进单一能源内部市场建设、研发新的能

源技术、努力与挪威的天然气管线连接和建设南部天然气走廊等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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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４ 日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发出警告ꎬ由于乌克兰没有提前支付天

然气费用ꎬ经乌克兰输送至欧洲的天然气存在很大的风险ꎮ 次日ꎬ欧盟委员

会通过一项促使成立欧洲能源联盟的战略ꎮ 该战略旨在为欧盟公民和企业

提供安全、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廉价的能源供给ꎬ降低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

依赖程度ꎬ增强欧盟在能源合同谈判过程中的地位ꎮ 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加强天然气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加欧盟成员国与非成员国间能源购买协议的

透明度、加强内部能源市场互联互通和制度建设、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低碳

经济ꎮ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什谢夫乔维奇指出ꎬ建立欧洲能源联盟是欧

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欧洲能源项目①ꎮ
如果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能够协调对欧洲能源联盟的态度ꎬ在能源内部

市场和基础设施问题上尽可能寻求共同立场ꎬ就有利于提升维谢格拉德集团

作为欧盟内具有建设性的抗衡力量的形象ꎮ 尽管四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

一致ꎬ而且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起担任维谢格拉德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捷克也

将协调各成员国在欧盟能源立法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其任期内的优先方向ꎬ但
是四国对欧洲能源联盟的看法不一ꎬ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ꎮ

捷克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能源联盟的构想持积极态度ꎬ认为它是走

向多元化和具有竞争力的现代能源格局的重要步骤ꎬ但坚持欧盟每个成员国

有权选择自己的能源结构以及决定用何种方式生产能源ꎮ
斯洛伐克也对建立欧洲能源联盟的构想表示欢迎ꎬ但强调需要关注成员

国在一些基本领域的利益ꎬ除了像捷克那样要求自行确定能源结构以外ꎬ还
希望保留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价格调整的各项措施的合法性ꎮ

波兰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就力推由时任波兰总理图斯克提出的欧洲能源联盟

计划ꎬ以摆脱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ꎮ 由于欧盟国家的能源状况各不相

同ꎬ图斯克的计划难以实现ꎮ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能源联盟构想对图斯克

的计划进行了一些改动ꎬ比如取消了共同采购能源原材料的内容ꎮ 波兰自然

支持欧洲能源联盟构想ꎬ认为能源部门现代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ꎮ 然而ꎬ
与捷克和斯洛伐克相比ꎬ波兰对向低碳经济过渡持谨慎态度ꎬ这与波兰工业

倾向于开采和利用本国的矿物原料有关ꎮ
与波兰力求通过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减轻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

赖相反ꎬ匈牙利不愿意提高与欧盟外部天然气供应国(主要是俄罗斯)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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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向«华尔街日报»表示ꎬ匈牙

利反对欧盟的欧洲能源联盟构想ꎬ认为该构想损害成员国的主权ꎬ主要原因

是其中规定欧盟委员会可以干预成员国与欧盟外国家在能源供应领域的

协议①ꎮ
３ 能源基础设施连接任重道远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地处欧洲中部ꎬ能源资源有限ꎬ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是其长期的任务ꎮ 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来说ꎬ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完成欧

盟内部能源市场建设非常重要ꎬ除了要加强欧盟有关能源供应安全和所有关

于天然气供应协议的透明度的立法、切实有效执行法律法规、保障适宜和有

竞争力的能源价格以外ꎬ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ꎮ
与西欧国家相比ꎬ中东欧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网络比较落后ꎮ 为了获得

更多的外部能源供应ꎬ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须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并使之相互

连接ꎮ 而完成南北天然气走廊建设项目对四国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ꎬ
此举将显著提高中欧地区乃至整个欧盟的能源安全水平ꎮ 这不仅要求尽快

完成成员国之间天然气管线的跨境连接ꎬ而且各成员国要始终如一地完成各

自的工作ꎬ其中包括消除成员国间立法和调节规则的差异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ꎬ匈牙利与斯洛伐克边境的天然气管线实现连接并开始

商业运营(从斯洛伐克到匈牙利方向的管线运输能力达到每年 ４５ 亿立方米ꎬ
从匈牙利到斯洛伐克方向的管线运输能力则为每年 １８ 亿立方米)ꎮ 斯洛伐

克—匈牙利天然气管线的商业运营比原计划延迟了半年ꎬ原因是匈牙利方面

出现了技术障碍②ꎮ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还计划尽快完成其他战略性能源

基础设施项目ꎬ比如波兰与斯洛伐克之间以及捷克与波兰之间的天然气管线

连接ꎮ
为了解决天然气管线连接的资金问题ꎬ四国需要在欧盟层面进行协调ꎬ

以便从欧盟基金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支持ꎮ 另外ꎬ为了获得并利用欧盟内

外的天然气来源和运输线路ꎬ四国还需要与邻近的重要伙伴国(德国、奥地利

和乌克兰)加紧磋商、密切合作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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