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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能否对俄罗斯能源

﹃
断舍离

﹄

近期，欧盟公布了旨在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

依赖的路线图，希望以此“重塑欧洲的能源安全与绿

色未来”。不过，在成员国意见不一、经济代价高昂、

国际能源市场暗流涌动的背景下，欧盟看似雄心勃

勃的“断舍离”计划，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5 月 6 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 2027 年年底前

全面终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并逐步淘汰俄罗

斯核能，结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同时确保欧盟的

能源供应和价格稳定。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将在

6 月份提交该计划的立法提案。

过去数十年，俄罗斯通过管道与液化天然气

（LNG）向欧洲输送能源，高峰时期欧盟约 45%的天

然气依赖俄方供应。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盟对高

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现状充满戒惧之心，美方一些

人也极力推动欧盟能源脱俄。尽管欧盟近年来已对

俄罗斯通过船只运送硬煤和石油实施制裁，并将对

俄天然气依赖度降至 19%，不过，2024 年自俄天然气

进口的反弹，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布鲁塞尔方面决意

加快切断与俄罗斯能源的联系。

同时，在反俄成为欧盟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

能源脱钩被赋予了“价值观之战”的象征意义。即便

匈牙利等国质疑这是“牺牲经济换口号”，欧盟仍将

脱 俄 计 划 与 绿 色 转 型 、气 候 目 标 绑 定 ，试 图 凝 聚

共识。

欧盟的计划将围绕三方面展开。首先，彻底切

断俄罗斯能源输入渠道。欧盟拟通过禁止新签天然

气合同（2025 年年底）、终止现有长期协议（2027 年

年底）、打击“影子油轮船队”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

的。其次，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强制钢铁、化工行业

使用绿氢替代部分天然气需求，并加速可再生能源

布局。最后，借助欧元结算体系强化衍生品市场监

管，削弱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

欧盟推进这项计划的底气何在？一方面，近年

来，北海风电三角、地中海太阳能走廊等跨区域项目

已进入实施阶段，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持续攀升。

另一方面，美国也声称要为过渡期兜底——美国对

欧盟 LNG 出口占比已达 45%，挪威、卡塔尔等承诺

扩大供应。欧盟推进的碳边境税等规则工具也正在

构建绿色贸易壁垒。

不过，美国提供的合作暗藏与欧盟的利益之

争。美国试图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将欧盟绿氢产业

纳入本国供应链，而欧盟则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争

夺规则制定权。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可能

让欧盟的计划沦为博弈的筹码。

欧盟的计划还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成员国利

益诉求差距太大是最显著的障碍。匈牙利、斯洛伐克

等中东欧国家在能源上高度依赖俄罗斯，已经明确反

对欧盟“不顾现实的绿色狂热”。即便欧盟试图以“多

数表决制”强推政策，但法律挑战和经济补偿压力（潜

在 185亿欧元合同违约赔偿）可能令计划大打折扣。

能源成本抬升也给欧盟经济竞争力带来致命影

响，加剧了能源密集型产业外流风险。如德国工业

电价持续高企，令有关化工、冶金等产业加速迁往亚

洲和北美。这种“去工业化”趋势与欧盟产业回流战

略形成悖论，暴露出转型成本与社会承受力的失

衡。此外，欧盟宣称要实现“多元化供应”，但对美国

LNG 的依赖度近年来持续飙升，被批评为“从一个

陷阱跳入另一个陷阱”。

还有分析认为，多重因素将对欧盟计划的成败

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欧洲有关新能源技术若未能

及时取得突破，或被迫延长化石能源过渡期。其次，

若乌克兰危机有所缓和，恢复俄气供应的声音可能重新抬头。再次，美国政策的不

确定性可能影响跨大西洋能源合作基调。最后，民生压力尤其不可控。若激进转

型推高通胀，可能引发社会抗议，动

摇政策根基。

其实，欧盟的能源脱俄计划最

终难有赢家。若成功，欧盟虽然能

够实现“去化石能源”，但代价可能

是产业空心化与民生福祉受损；若

失败，则可能加剧经济衰退，甚至引

发更深层次的地缘对抗。欧盟对俄

罗斯能源的“断舍离”，实则是在地

缘危机、气候危机、经济危机三重挤

压下的无奈之举。

今年外资企业“地方行”第二站走进“黑土地”——

冰雪经济渐成外资竞逐新赛道
本报记者 孙昌岳

5 月份的中国“尔滨”，丁香馥郁，

冰雪消融后的黑土地正迸发出蓬勃生

机。15 日至 16 日，中国贸促会组织的

外资企业“龙江行”活动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举行。来自日本、美国、法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家外资企业代表，先

后参加政企交流暨外资企业投资恳谈

会、调研考察在哈企业等活动，共商合

作、共谋发展。

从新能源到生物制造，从冰雪经济

到现代农业，外资企业以投资为笔，在

这片沃土上勾勒出对中国市场前景的

坚定信心，也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力。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之

一，瑞士雀巢集团用 38 年的深耕印证

了黑土地的长期价值。自 1987 年在哈

尔滨市双城区建立中国首家工厂，雀巢

累计发放奶资 203 亿元，辐射奶户 3.3

万户，并投资建设了部分水解蛋白婴幼

儿配方奶粉生产线。雀巢大中华区高

级副总裁曹敬衡表示，黑龙江“中国大

粮仓”的独特资源禀赋是企业蓬勃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中国已经成为

雀巢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新的发展机

遇下，雀巢集团将全面加快本地化步

伐，进一步加大对华投资。

“黑龙江不仅是中国的粮仓，更是

全球农业技术创新的试验田。”凯斯纽

荷兰工业集团亚太区副总裁乔纳森直

言。过去 10 年，这家全球农业机械巨

头在黑龙江累计投资超 10 亿元，建成

亚洲研发中心与智能化生产基地，产品

覆盖玉米、小麦、大豆等全流程生产。

“政策支持与产业基础，让我们看到了

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机遇。”乔纳

森表示，公司未来将在黑龙江进一步加

大投资力度，提高产品的本地化程度，

同时紧密围绕黑龙江对大马力高端智

能农机装备的需求，推进高性能大型联

合收割机等更适合中国应用的农业装

备的研发工作。

沃尔沃汽车全球高级副总裁袁小

林以大庆工厂为例，诠释了中国制造、

全球品质的硬实力。自 2013 年投产以

来，其在中国大庆的工厂累计生产整车

超 50 万辆，出口至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值超 2600 亿元，成为沃尔沃全球生

产体系的标杆。“这里不仅拥有世界级

生产线，更形成了高端汽车产业集群。

2025 年，我们将引入更多智能化技术，

巩固黑龙江在高端制造领域的领先地

位。”袁小林说。

在中国经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当下，黑龙江的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

发展新动能。全球酶制剂龙头企业诺

和新元中国区公共事务负责人王鹏提

出，“黑龙江的农业资源与生物技术潜

力高度契合，我们将与本地企业合作，

利用前沿微生物技术优化农作物抗逆

性，开发绿色饲料添加剂，共同打响‘黑

土地+生物制造’的金字招牌”。

冰雪经济也成为外资竞逐的新赛

道 。 2024 年 以 来 ， 哈 尔 滨 精 心 打 造

“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旅游线路，将

竞赛场馆、冰雪赛事和冰雪景区等串

联起来，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数据显示，2024—2025 冰雪

季，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 9035.7 万

人次，游客总花费 1372.2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9.7%、16.6%。

“我们计划联合本地企业开

发冰雪装备制造、跨境旅游线路，

打造东北亚冰雪产业生态圈。”日

本丸红株式会社中国副总代表德

永贵司将冰雪经济列为新业务关

键词。万豪国际大中华区副总裁

申佳林透露，近 3 年黑龙江冰雪季游客

量增长强劲，直接带动旗下 5 家酒店入

住率提升。“借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

等政策，我们希望进一步开拓入境游市

场，让哈尔滨的冰雪魅力辐射全球。”申

佳林说。

谈及与黑龙江合作的潜力领域，伯

克希尔·哈撒韦集团中国区总裁韦朝贺

表示，未来将聚焦四大维度发力。在新

能源与碳中和领域，集团计划联动旗下

能源公司，利用黑龙江丰富的风光资

源，探索“新能源+储能”一体化项目，

协助打造“中外碳中和示范区”；在数字

经济领域，依托集团全球智库与哈尔滨

高校科研优势，在智慧农业、跨境数字

贸易等方面深化合作；在产业链发展方

面，借助集团全球布局与智库，结合黑

龙江综保区、自贸试验区政策，推动“原

材料+精深加工+跨境物流”全链条发

展；在文旅康养方面，联合集团旗下保

险集团及子公司，打造高端文旅康养和

临空低空文旅新场景，引入海外客户，

提升黑龙江国际品牌影响力。

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北京代表

处首席代表裴大卫则从资源协同角度

解读合作空间。在他看来，黑龙江与加

拿大在农业、能源、林业等领域高度契

合，双方可围绕大豆深加工、清洁能源

技术转让等方向，共同开拓东北亚市

场。“我们将利用此次活动，了解中国不

同地区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发掘更多经

贸合作机会。”裴大卫说。

作为中国贸促会今年外资企业“地

方行”的第二站，“龙江行”活动通过产

业链实地考察，架起外资企业与中国地

方经济深度融合的桥梁。在凯斯纽荷

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全自动

化激光切割线、数控折弯机床等与欧美

同步的智能装备轰鸣运转；在益海嘉里

（哈尔滨）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黑土

原粮打造的“金龙鱼”系列产品正源源

不断地输送至全国人民餐桌。“此次考

察刷新了我们对黑龙江产业生态的认

知，也进一步坚定了投资信心。”日本艾

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矶贝和

范表示，企业已将黑龙江纳入新建工厂

选址清单，期待在电气设备、能源技术

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外资企业“龙江行”不仅是一场

投资洽谈，更是一次信心传递——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黑土

地上的每一次播种，都在孕育全球合

作的丰硕果实。正如中国贸促会会长

任鸿斌所言，“中国过去是、现在是、

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

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

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

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市中心的

车流长龙中，一座黄白色立交桥的轮廓

日渐清晰。这座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承建的 3 层立交

桥即将于 5 月底全面通车，彻底结束这

个西非国家没有现代化立交桥的历史。

邦贝德立交桥项目位于王子大道

与 T2 公路交会处，这里曾是科纳克里

城市交通的“堵点”。项目团队前期勘

测数据显示，该路口日均车流量超出设

计容量 3 倍，早晚高峰时段拥堵尤为严

重，民众日常出行苦不堪言。

邦贝德立交桥全面通车后将打通

这一交通“堵点”。项目经理巩乔奇告

诉记者，立交桥由上跨桥梁、地面环岛

和下穿通道组成，将同步解决进出城、

跨区域和机场快速通行三大难题，有效

缓解沿线及周边地区交通拥堵状况。

在医生克里斯托夫·桑杜诺看来，

这座立交桥不仅是道路工程，更是城市

发展的“加速器”。“过去要通过邦贝德

地区简直是种煎熬。我们宁愿坐半个

小时渡船过河，也不想在车流里困 2 个

小时。立交桥全面通车后，通行时间将

大大缩短。”

项目部本地雇员办公室主任穆罕

默德·谢里夫·迪亚洛表示，邦贝德立交

桥项目非常出色，是几内亚国家历史上

首座 3 层立交桥，“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优秀的中国项目落地几内亚”。

对于每天从项目附近经过的科纳

克里市民来说，这座立交桥承载着他

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有的商铺

经营者自发维护着施工区域秩序，有

的出租车司机开始熟悉起新的导航路

线，放学路上的孩子们则数着桥墩的

浇筑进度⋯⋯

当晨光洒向桥体，这座凝结中几两

国建设者智慧与汗水的立交桥在城市

天际线上呈现出崭新轮廓。全面通车

后，它不仅将有效优化科纳克里市的交

通格局，更以立体化解决方案为非洲国

家城市道路改扩建及治理发展提供了

生动的实践样本。

中企助几内亚打通交通堵点
新华社记者 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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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梁 桐

日前，世界银行发布《大宗商品市

场展望》指出，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

预测 2025 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约

12%，2026 年进一步下跌 5%。

能源价格下行是主要推动力，尤其

是石油。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供应增

加的双重压力影响，石油价格下降明显，

布伦特原油预计 2025年均价为 64美元/

桶，比 2024 年下降 21%。而随着可再生

能源增长推动全球电力结构转型，煤炭

需求相应减弱，与此同时煤炭库存水平

仍较高，供需共同作用之下，2025年煤炭

价格预计将下降 27%。天然气价格虽在

部分市场有所上涨，但由于能源价格指

数构成上“油重气轻”，且天然气价格上

涨主要体现在美国市场和冬季期间，从

全球视角来看上涨态势并不普遍，局部

和短期现象的特点突出，因此无法改变

能源价格下行的总体形势。

金属矿产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

报告预测，受全球制造业活动疲软以及

全球贸易紧张等因素影响，金属与矿产

类商品价格呈下跌趋势，其中铜价预计

2025 年下跌 10%，约 8200 美元/吨；铝、

锌、镍等基本金属价格预计下跌 10%至

13%。铜价下跌通常代表工业需求放

缓，低铜价还会导致矿企投资意愿降

低，未来可能导致供给不足。金属矿产

类商品价格下降，虽会导致下游制造业

成本下降，但不会直接产生刺激消费的

效果。

报告显示，农产品价格普遍处在下

滑区间。受供应充足以及需求增长放

缓影响，小麦、玉米、大米等谷物价格

2025 年预计整体下降 10.5%。同时，受

豆类作物产量上升以及全球油脂库存

改善等因素影响，油料与食用油价格预

计下降 3%至 6%。另外，受下游需求疲

软以及库存水平偏高影响，棉花、橡胶、

烟草等农业原材料价格预期在 2025 年

普遍下跌 2%至 10%。

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于不同国家

经济影响差异较大。对进口国而言，当

前趋势有助于抑制通胀、稳定消费。能

源和粮食价格下降有助于降低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对全球尤其是发达经

济体而言，有助于延续 2022 年以来的

通胀回落趋势。报告预测，2025 年能

源 价 格 变 化 将 直 接 减 少 全 球 通 胀 约

0.35 个百分点。另外，家庭在能源、交

通和食品上的开支减少，有利于释放其

他 消 费 需 求 ，推 动 服 务 业 和 制 造 业

复苏。

对于出口依赖国而言，当前趋势将

构成拖累，尤其是以油气、金属、农产品

出口大国为代表的资源型经济体将遭

受冲击，面临财政收入下降、货币贬值

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报告指出，能

源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将大幅恶化，可

能引发财政收紧，尤其鉴于当前多数能

源出口国的财政平衡状况较前几次油

价下跌时更弱，政策空间更窄，油价下

跌将导致这些国家面临预算赤字扩大

的局面。报告还指出，食品价格下行对

某些国家是利好，但价格下跌幅度太

小，不足以显著减轻粮食不安全状况。

另外，全球投资预期下降，大宗商品行

业资本支出下降还可能抑制矿业、能源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意愿。

图 为 中 国

（黑龙江）自由贸

易试验区哈尔滨

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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