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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16年建立“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以来,欧盟与印度清洁

能源合作发展迅速、成果颇丰。双方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对

话机制、加强政企联动等合作路径,提升建筑、工业部门能源效

率,部署太阳能、风能、绿氢等可再生能源,扩大绿色融资投资,并

在国际性多边平台框架内增强清洁能源合作的协调性与影响力。

欧盟与印度清洁能源合作的进展,主要受到双方推动供应链安全

化与多元化、促进自身经济绿色增长、共同应对环境与气候危机、

提升参与大国地缘博弈的竞争力等因素的驱动。今后,欧盟与印

度将打造国家级与次国家级并重的多层次清洁能源合作体系,重

点关注“全球南方”能源基础设施联通建设,并加强先进清洁能源

技术研发创新。由于欧印在对俄化石能源合作、气候治理责任分

担等议题上存在分歧,加之印度不满欧盟借助绿色单边立法和标

准制定对其施加规范性压力,双方清洁能源合作仍面临不小的挑

战。同时,欧盟内部的能源转型偏好对立以及印度国内长期存在

的深层痼疾,也将对欧印清洁能源合作构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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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化石能源短缺、气候异常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优化能

源结构、加快清洁能源①部署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关注焦点。欧盟与印度

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联合体和第二大新兴市场国家,均为世界碳排

放主要行为体和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双方对清洁能源合作的态度及合

作进展将对全球气候、能源治理秩序的重塑与转型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从

现有合作情况看,欧盟与印度均较早地认识到低碳发展的重要性,在21世纪之初

便开始大力推动自身绿色能源转型,并逐渐将清洁能源合作纳入双边关系的重要

范畴。2004年11月,欧盟 印度能源小组(EU-IndiaEnergyPanel)在海牙举行的

第五届欧盟 印度峰会上正式成立。该小组于2005年6月举行首次会议,决定在

煤炭和清洁煤转化技术、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核聚变能源领域设立三个分管工

作组,②以具体统筹和安排细分领域内的清洁能源合作事宜。在该小组指导下,欧
印各部门有序对接,双方清洁能源合作迈向稳定化、机制化,合作状态稳中有进。
近年来,随着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和技术地缘政治竞争步伐的日渐加快,欧印清洁能

源合作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双方相关合作迅速升温:2016年3月30日,时
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Juncker)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NarendraModi)在第十三届欧盟 印度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欧印

“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CleanEnergyandClimatePartnership,CECP),③这

是双方清洁能源与气候合作提速升级的重大标志。此后,欧印清洁能源合作在多

个方面取得较快进展。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迪诺伊·库马

尔·乌帕迪亚(DinojKumarUpadhyay)以气候变化和技术合作为切入点,对

2004—2013年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状况进行初步梳理,指出“尽管欧印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规范性主张’并不一致,且在减排目标上存在分歧,但仍有望在可再生能

源与清洁技术领域开展合作,以加强双方经济联系”。④ 柯尔斯顿·约尔根森

(KirstenJörgensen)和克里斯汀·瓦格纳(ChristianWagner)论述了欧盟及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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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主要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清洁能源是指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广
义的清洁能源则包括低污染或无污染的不可再生能源,如天然气、清洁煤和核能等。本文倾向于广义定义。

MinistryOfCoal,GovernmentofIndia,“AnnualReport2010 11”,2010 10 04,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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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印度中央及各邦政府在气候治理及双边合作中的作用,认为“欧印之间多层次

的低碳治理结构,能够激励并加速双方能源与气候关系的发展”。① 上述研究对本

文具有较大启发性,然而由于写作时间较早,这些成果并未触及欧印清洁能源合作

的近况。此外,其他研究文献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从单边视角出发,分析欧

印自身清洁能源外交与绿色能源转型,②其中部分文章阐述了双方在清洁能源领

域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模式;③二是从双边视角出发,将清洁能源合作视为欧印战略

伙伴关系的重要内涵之一予以探讨;④三是在论述欧盟“互联互通”战略⑤、“全球南

方”政策⑥、清洁能源供应链重塑⑦等特定议题时,简要提及对印清洁能源合作。总

体来看,既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之处:一方面,直接聚焦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系统

性和专门性研究较为欠缺,国外学界仅有少量专题论文问世,国内则尚无专文研讨

这一主题,大多数成果仅是间接和捎带性地涉及相关内容,研究深度有待提升;另
一方面,现有成果的滞后性较为明显,未能充分反映俄乌冲突、中美“印太”竞争、非
洲大国博弈、“全球南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当前热点问题对欧印清洁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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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型影响。鉴于此,本文着力探析2016年以来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路径与进

展,并立足于上述地缘政治变局的演化态势,厘清欧印加强清洁能源合作的逻辑动

因,研判双方合作的未来趋势与制约因素。

一、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路径及进展

欧盟与印度2016年缔结的“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为双方进一步深入开

展清洁能源合作指明了方向。在该伙伴关系框架指引下,近年来欧印通过优化顶

层设计、完善对话机制、加强政企联动等路径和手段推进合作进程,在提升能源效

率、部署可再生能源、绿色融资投资、国际能源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俗进展。
(一)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路径

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高效实施,离不开切实可行的操作路线。当前欧印双方

择取的清洁能源合作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

1.理念层面:优化顶层设计,明确实施方案

自2016年以来,欧盟与印度颁布一系列双边关系文件和专门性合作宣言,优
化清洁能源合作顶层设计。一方面,欧印在双边关系文件中对清洁能源合作的理

念和目标作出指引。2016年3月,双方公布《面向2020年的欧盟 印度行动议程》,
明确指出欧印清洁能源合作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倡议,①将清洁能源合作理念与联

合国能源公平原则锚定。2018年11月出台的《欧盟对印度战略要素》则从现实利

益角度确定了清洁能源合作的气候、经济目标,即在“提高气候复原力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同时,“促进欧盟绿色经济增长并推动印度的资源节约与循环经济转

型”。②2020年7月,《欧盟 印度战略伙伴关系:2025年路线图》问世,该路线图对

清洁能源合作目标的设定侧重于能源安全维度,强调双方应“动员资金、改善市场

和投资环境,以增强可持续能源的获取韧性”。③ 上述三份双边关系文件阐明了欧

印清洁能源合作的指导思想和预定目标,为双方合作找准了突破口和发力点。另

一方面,欧印在直接指导清洁能源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中框定双方合作的内涵及方

式。2016年3月公布的《欧盟 印度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将能源效

率、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确立为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优先领域,且构想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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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Commission,“EU-IndiaStrategicPartnership:ARoadmapto2025”,2020 07 15,p.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5026/eu-india-roadmap-2025.pdf,访问日期:2024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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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欧印将大力支持企业间对话,围绕清洁能源政策监管、市场准入及商业实践

深化经验互鉴,同时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与融资。① 在2017年10月《欧盟 印度

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双方进一步将“多边框架”纳入合作方案,决定

在国际太阳能联盟(ISA)等国际性能源机构和二十国集团(G20)中加强协作。② 以

上两份专门性合作宣言,为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绘制了切实可行的行动路线。

2.制度层面:完善对话机制,定期交流沟通

在完成清洁能源合作顶层设计与路线图制定后,欧印着手构建常态化的合作

机制,这主要体现在双方定期召开的各类清洁能源对话会议上。2016年10月26
日,欧盟 印度能源小组召开高级别会议,商讨2016—2018年欧印清洁能源合作计

划并更新所辖联合工作组。③ 此后,该能源小组每年均召开定期对话,指导欧印

“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的总体落实。在具体合作内容方面,欧印就能源效率、
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绿色融资等话题均常设研讨机制。④ 其中,双方智能电网

合作对话机制最为完备,截至2024年3月,欧印已接连举办13届欧盟 印度智能

电网研讨会,⑤又于2020年10月正式启动欧盟 印度智能电网高层平台,通过遴选

欧印标杆性智能电网示范项目,推进双方工业界、学术界的知识共享。⑥ 此外,欧
印于2017—2022年召开了6届欧盟 印度能源监管系列研讨会,汇集双方专家讨

论、借鉴欧盟清洁能源一揽子计划的经验教训。⑦ 2021—2022年,欧盟还举办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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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Commission,“JointDeclarationbetweentheEuropeanUnionandtheRepublicofIndiaon
aCleanEnergyandClimatePartnership”,pp.3 4.

EuropeanCommission,“Eu-IndiaJointStatementonCleanEnergyandClimateChange”,2017 10
06,pp.2 3,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3517/eu-india-joint-declaration-climate-and-en-
ergy.pdf,访问日期:2024 12 25。

2016年欧盟 印度能源小组所含工作组更新为以下4个:能源安全联合工作组,可再生能源联合工

作组,能源效率、智能电网和电力市场联合工作组,清洁煤联合工作组。
如:欧盟 印度储能网络研讨会、欧盟 印度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讨会、欧盟 奥里萨邦浮动太阳能项

目虚拟研讨会、海上风电虚拟圆桌会议、印度地热融资网络研讨会、可持续融资网络研讨会等。详情参见欧

印“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官网:https://www.cecp-eu.in/。

2024年3月第13届欧盟 印度智能电网研讨会已更名为“欧盟 印度智能能源研讨会”(Smart
Energyworkshop),名称虽有所改变,但智能电网中的可再生能源应用仍然是该研讨会的探讨重点。参见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CECP),“IndiaSmartUtilityWeek2024”,2024 03 16,

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india-smart-utility-week-2024,访问日期:2024 12 25。

FlorenceSchoolofRegulation,“EU-IndiaHighLevelPlatformonSmartGrids”,2020 10 21,ht-
tps://fsr.eui.eu/eu-india-high-level-platform-on-smart-grids/,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6thEU-Indiaworkshopseriesonenergyregula-
tion”,2022 07 20,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6th-eu-india-workshop-series-on-energy-regula-
tion,访问日期:2024 12 25。



杨伟峰:欧盟与印度清洁能源合作:进展、动因及前景

届共同执行论坛,与印度中央及地方各邦政府就能源效率政策问题交流信息。①

2023年2月成立的欧印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也专设了绿色清洁能源技术工

作组,重点关注绿色技术投资与研发。由上可见,欧印已组建了较为完善的清洁能

源合作对话、研讨机制,涵盖了合作中的大部分流程、内容和层级,为双方清洁能源

合作建立了定期交流沟通的渠道,起到较好的机制牵引效果。

3.实践层面:加强政企联动,整合公私资源

欧印清洁能源合作步入落地实施阶段后,双方均高度重视企业等私营部门在

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多措并举加强政企联动,以期整合公私资源、提升合作效能。
欧盟利用其于2008年成立的“欧洲印度商业与技术中心”(EBTC)为欧盟清洁技术

企业提供印度市场准入咨询、政策法规解读及合作伙伴匹配服务,指导此类企业在

印度拓展商机。② 2019年1月,欧盟搭建了新的政企合作平台———“企业支持:欧
盟 印度政策对话”(BSPD)项目,旨在通过企业对接和最佳实践交流,深化欧印中

小企业在能源、气候领域的合作,并推动欧洲绿色技术在印度市场的本土化。③ 同

年10月,欧盟与印度一道发起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IPSF),致力于协调政府间绿

色融资方法,筛选高回报绿色投资项目,最终带动并扩大可持续融资领域的私人资

本投入。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也加大政企合作力度,努力构建高效的气候公私合作

伙伴关系(PPP),④动员该国私营部门力量参与欧印清洁能源合作。在双方政企联

动政策的同步加持下,无论是各自的大型集团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初创企

业,均加入了清洁能源商业投资和技术转移的行列中。例如,2019年4月,印度领

先的 屋 顶 太 阳 能 开 发 商 CleanMaxSolar 从 英 国 气 候 投 资 (UK Climate
Investments)筹集了27.5亿卢比的股权融资。⑤ 2024年10月,6家欧印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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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CommonImplementationForum19thMay2022”,

2022 05 19,p.2,https://www.cecp-eu.in/uploads/documents/events/Proceedings_19_05_2022_

Minutes_for_Common_Implementation_Forum.pdf,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ropeanClusterCollaborationPlatform,“EuropeanBusinessandTechnologyCentreinIndia
(EBTC)”,2016 06 09,https://www.clustercollaboration.eu/eu-international-support-services/

european-business-and-technology-centre-india-ebtc,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ropeanClusterCollaborationPlatform,“BusinessSupport—TotheEU-IndiaPolicyDialogues”,

p.2,https://www.clustercollaboration.eu/sites/default/files/profile-article/190313_business_support_pro-
ject.pdf,访问日期:2024 12 25。

AnishShah,“India’s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forclimateareaglobalmodeltofollow”,The
WorldEconomicForum,2024 01 12,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4/01/india-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climate/,访问日期:2024 12 25。

CleanMax,“AdaniAndTotalEnergiesToCreateTheWorld’sLargestGreenHydrogenEcosys-
tem”,2022 06 14,https://www.adani.com/en/newsroom/media-release/adani-and-totalenergies-to-cre-
ate-the-worlds-largest-green-hydrogen-ecosystem,访问日期:2024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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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电动汽车电池回收技术开展专项对接。① 通过上述多层次的政企协作,双方合

作主体更加多元,资源整合效率显著提升。
(二)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进展

欧盟与印度清洁能源合作的进展,集中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能源效率提升、
可再生能源部署、绿色融资投资及国际能源平台建设。

1.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欧盟助力印度提高建筑、工业等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

建筑部门的能效提升是欧印重点关照并取得较大突破的合作方向。欧盟为

印度量身打造了“能效采纳、合规和执行”项目(ACE:E2)。该项目旨在通过向

印方传授、转让适应印度环境的节能建筑经验及技术,使印度采纳并遵守欧盟的

“节能建筑规范”(ECBC)。2020年10月以来,ACE:E2 项目范围已从马哈拉施

特拉邦、中央邦、奥里萨邦和比哈尔邦这四邦,逐渐扩大到覆盖整个印度。② 同

时,欧盟还援建、助建印度的“近零能耗建筑”,鼓励欧洲研究人员向印度同行共

享“低能耗建筑材料及建筑行业循环发展”③相关研究成果,并于2022年5月19
日联合印度能源效率局(BEE)发布《在印度部署智能就绪指标(SRI)的相关性分

析》调研报告,对印度建筑行业的智能技术应用展开可行性研究,④讨论欧盟智能

就绪指标在印度的适用性,以服务于今后印度建筑中有关能源使用和消耗的智

能化设置。
此外,欧印在工业生产领域也开展了能效提升合作。2022年5月,欧盟组织

了面向印度工业界的能效技术路演,向印方推介欧盟在金属、钢铁和纺织行业的先

进节能技术,动员双方的低排放技术研发企业展开合作。欧盟还重点向哈里亚纳

邦工业部门⑤介绍其逆变器驱动、工业自动化技术,表明其有意通过高能效技术干

预和最佳能效运营,辅助该邦实现成本优化和能效提升。⑥ 2023年5月,双方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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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PressInformationBureau,“InteractionwithStartupsfromIndiaandEU — Anoutcomeofthe
MatchmakingEventonEVBatteryRecyclingundertheIndia-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WG2”,2024
10 04,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 PRID=2062183,访问日期:2024 12 25。

ACE:E2,“AbouttheProject”,https://ace-e2.eu/about-the-project/,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WebinaronR&Istudyonlowembodiedenergy
buildingmaterialsinIndia”,2022 05 27,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webinar-on-ri-study-on-
low-embodied-energy-building-materials-in-india,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Analysisoftherelevanceofdeployingsmartreadi-
nessindicator(SRI)inIndia”,2022 05 19,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analysis-of-the-rele-
vance-of-deploying-smart-readiness-indicator-sri-in-india,访问日期:2024 12 25。

哈里亚纳邦拥有若干中小微工业集群(例如法里达巴德),涉及通用工程、汽车零部件、锻造、铸造、
热处理、塑料。该邦在能源效率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根据欧盟测算,预计可节省15%—25%的能源投入。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EU-IndiaCECProadshow”,2022 05 26,ht-
tps://www.cecp-eu.in/events/post/eu-india-cecp-roadshow,访问日期:2024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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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出就绿色钢铁生产及其他前沿技术展开联合试点。① 由此可见,欧盟正通过

向印度输出能效知识、技术和标准的方式,提升印度工业、建筑等部门的能源利用

效率,促进印度向低碳工业和绿色居住模式转型。

2.可再生能源部署方面,欧盟协助印度加速太阳能、风能、绿氢等可再生能源

的推广应用

在太阳能领域,欧盟支援印度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厂区、推广小型太阳能屋顶

光伏发电,并为印度的太阳能光伏废物管理提供指导方针。在“清洁能源和气候伙

伴关系”框架下,欧盟扶持了印度16个邦的太阳能园区开发建设,②设定了印度太

阳能园区运营维护的标准操作程序。而且,自2016年7月以来,欧盟一直在对印

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MNRE)的技术援助项目框架内,③协助该部门加强印

度的屋顶太阳能部署,并于2022年6月9日推出《印度太阳能光伏工程、采购和施

工(EPC)最佳实践指南》,④探讨在印度复制欧盟商业模式、提高印度太阳能光伏屋

顶采用率的可能性。在2024年2月的“印度太阳能废物管理之路”活动上,欧盟进

一步为印度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回收利用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框架。⑤

在风能领域,欧盟大力增强印度的海上风能发电能力。2016年,欧盟资助了

“印度首个海上风电项目”(FOWPI)。双方在距古吉拉特邦海岸约25公里的贾夫

拉巴德(Jafarabad)附近,建造了总容量达200兆瓦的海上风电设施,并于2022年

投入运营。该项目旨在提高印度的零碳能源发电能力,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

贡献。⑥ 随后,欧盟又在 FOWPI项目基础上发起“促进印度海上风电项目”
(FOWIND),将欧印海上风电合作扩展至泰米尔纳德邦,并组织印度代表团赴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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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ANI,“PowerMinistermeetsEUdelegation,suggestsIndia,EUdojointpilotsinareassuchas
greensteel”,ThePrint,2023 05 27,https://theprint.in/economy/power-minister-meets-eu-delegation-
suggests-india-eu-do-joint-pilots-in-areas-such-as-green-steel/1597804/,访问日期:2024 12 25。

ShailendraYashwant/SvenHarmeling,“EU-IndiaClimateCooperationBrief”,ClimateActionNet-
workEurope,2023 07 20,p.13,https://caneurope.org/content/uploads/2023/07/EU-INDIA-CLI-
MATE-COOPERATION-BRIEF.pdf,访问日期:2024 12 25。

即“欧盟 印度技术合作项目:能源”(EU-IndiaTechnicalCooperationProject:energy),项目概况可

于欧印“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官网的“仪表盘”栏目中查询,该栏目统计了印度与欧盟清洁能源合作的

主要活动项目。参见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EU-IndiaTechnicalCooperationPro-
ject”,https://cecpdashboard-eu.in/activities,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EPCbestpracticeguidelinesforsolarpv”,2022 06
09,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epc-best-practice-guidelines-for-solar-pv,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PathwaysforSolarWasteManagementinIndiaE-
vent(NSEFI)”,2024 02 19,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pathways-for-solar-waste-manage-
ment-in-india-event-nsefi,访问日期:2024 12 25。

“FirstOffshoreWindProjectofIndia(FOWPI)”,p.2,https://www.fowpi.in/uploads/download
_document/fowpi_leaflet_r3_1_dtd_22nov16_93321518414.pdf,访问日期:2024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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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丹麦等风电强国,实地考察其海上风电装备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情况。①

在绿氢②领域,欧印已初步搭建了合作管道并开始酝酿合作项目。2020年10
月,欧盟驻印度代表团与印度相关公司组织闭门网络研讨会,欧盟向印方分享了绿

氢生产应用的关键信息,重点介绍欧盟氢技术供应商的成功案例,双方还就印度拟

实施的绿氢试点项目展开讨论。③ 2022年9月,首届欧盟 印度绿色氢能论坛召

开,该论坛为欧印交流绿氢生产技术、政策框架乃至加强合作提供了平台,双方主

要的绿氢公司聚集一堂,探讨了潜在的氢联合项目。2024年9—11月,欧盟及其

成员国派团出席在印度举办的国际绿色氢能大会(ICGH),印度则作为独家合作伙

伴国亮相欧洲氢能周。此后,在第十届欧盟 印度能源小组会议上,双方共同制定

并通过了绿色氢能合作议程。④ 由上可见,欧印在太阳能发电、海上风电领域的合

作已较为成熟且成果颇丰,而绿氢领域则是双方清洁能源合作的新秀,正在迅速跟

进之中。

3.绿色融资投资方面,欧盟为印度的能源效率提升、可再生能源部署事业提

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欧盟对印度能源效率绿色融资投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该国高碳交通行业的

节能减排上。自2016年以来,欧洲投资银行(EIB)对勒克瑙、博帕尔、浦那、坎普

尔、阿格拉、班加罗尔等印度主要城市的地铁轨道交通项目投资超过30亿欧元,⑤

帮助印度修建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的交通基础设施,减少交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欧盟还于2023年6月专设了清洁能源融资投资平台(FICEP),资助印度建

筑、工业领域能源效率提升及可再生能源分布式部署,在能源项目开发和融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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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OffshorewindstudytourtotheNetherlandsand
Denmark”,2019 11 28,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offshore-wind-study-tour-to-the-nether-
lands-and-denmark,访问日期:2024 12 25。

“绿氢”与传统意义上的“氢能”在生产来源上有区别:“绿氢”指的是采用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电解制氢,制氢过程完全没有碳排放,一般被视为可再生能源的扩展应用。通过化石燃料石油、煤制取的氢

气则被称为“灰氢”,严格意义上不属可再生能源应用之列。

EU-IndiaCleanEnergy&ClimatePartnership,“Webinaron(A)Possiblegreenhydrogenpilot(s)

inIndia”,2020 10 09,https://www.cecp-eu.in/events/post/webinar-on-a-possible-green-hydrogen-
pilots-in-india,访问日期:2024 12 25。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10thMeetingoftheIndia-EUEnergyPaneland
3rdPhaseoftheCleanEnergyandClimatePartnership”,2024 11 22,https://www.mea.gov.in/press-
releases.htm? dtl/38585/10th_Meeting_of_the_IndiaEU_Energy_Panel_and_3rd_Phase_of_the_Clean_

Energy_and_Climate_Partnership,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ropeanInvestmentBank,“SupportingsafeandaffordablegreentransportinIndia”,2023 05
11,https://www.eib.org/en/videos/supporting-safe-and-affordable-green-transport-in-india,访 问 日 期:

2024 0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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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了欧洲和印度的利益相关者。①

与此同时,欧盟也加大了对印度太阳能、风能、绿氢等可再生能源的融资投资

力度。2016年8月,欧洲投资银行启动了价值1.99亿欧元的“印度太阳能项目”
(IndiaSolarPower),以中介贷款的形式为印度800兆瓦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建设

提供部分融资。② 除了官方的资助,欧盟亦很重视收拢民间资本、扩大绿色融资来

源。2017年12月,欧洲投资银行联合印度第五大私人银行印度商业银行(Yes
Bank)发起了一项4亿美元的私营可再生能源融资计划,该计划所筹资金将用于在

印度全境建设新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项目,支持印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扩张。③

除上述适用于印度全国的融资计划外,欧盟还与印度各邦展开地方层面的绿色融

资,此类融资往往直接精确到具体的印度可再生能源部门或企业,有利于后期监管

和评估。2016年9月,欧洲投资银行为印度可再生能源发展署(IREDA)在安得拉

邦境内的一座100兆瓦风电项目投资了2700万欧元;④2019年12月,欧方又出资

9900万欧元支持了印度FortumSolar太阳能公司在卡纳塔克邦5座太阳能发电

项目的开发。近年来,绿氢能源逐渐成为欧盟对印投资热点。2023年7月,欧洲

投资银行副行长克里斯·皮特(KrisPeeter)透露,该行将向印度绿氢项目投资10
亿欧元,以促进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发展。⑤ 总的来看,欧盟对印度的绿色融资投资

具有公私兼顾、央地并重的特点,是双方清洁能源合作得以深入的前提和基础。

4.国际能源平台建设方面,欧印致力于在国际太阳能联盟、G20等多边框架

内增强清洁能源合作的协调性与影响力

2018年3月,印度与法国共同推动的国际太阳能联盟成立,该联盟汇集120多

个国家。印度将自己定位为太阳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⑥力推全球太阳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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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IndiaCleanEnergy& ClimatePartnership,“EU-IndiaFinancingInvestmentinClea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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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s/all/20150931,访问日期:2024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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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duringIndiavisit”,2023 07 13,https://www.eib.org/en/press/all/2023-269-eib-vice-president-
to-confirm-support-for-business-financing-and-clean-energy-during-india-visit,访问日期:2024 12 25。

孙艳晓:《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进程、动因与挑战》,载《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45 77
页,这里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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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则对印度谋求太阳能领域领导地位的举动表示认可,支持国际太阳能联盟所

设目标,协助印度执行该联盟在世界范围内的太阳能部署计划。为此,欧盟近年来

不断加强与国际太阳能联盟的接触与合作。2019年10月,欧盟及欧洲投资银行

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太阳能联盟大会。会议期间,欧盟、印度、
国际太阳能联盟三方就国际性太阳能可持续融资提出初步设想。2021年12月,
欧盟代表团访问了位于印度古尔冈的国际太阳能联盟总部,深入了解该联盟的目

标、作用和活动,研判与印度和国际太阳能联盟的潜在合作领域。① 当前,欧盟、印
度、国际太阳能联盟正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非洲太阳能部署。2023年5月27日,印
度电力部长拉吉·库马尔·辛格(RajKumarSingh)在与《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Deal)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Timmermans)举行会谈时,讨论

了“国际太阳能联盟在为非洲数百万能源贫困人口供应太阳能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一致认为“非洲各国需要和欧盟、印度、国际太阳能联盟建立伙伴关系来解决能

源紧张问题”。②

除国际太阳能联盟外,欧印近期还在G20等多边议程内谋划清洁能源合作。
在2021年12月1日的欧盟 印度能源小组会议上,欧印双方表态将与国际能源署

(IEA)扩大合作,并在 G20框架内就清洁能源问题密切交流。③ 2022年12月1
日,印度开始担任为期一年的G20轮值主席国,欧印在G20机制下的清洁能源合

作步伐也随之加快。2023年9月9日,G20领导人峰会召开,美国、印度、中东及欧

洲多国领导人正式宣布联合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该

计划将“拓展清洁能源贸易路径”确立为核心目标之一,致力于在走廊沿线铺设电

力连接电缆,建设可再生能源氢气管道,以整合能源网络,为能源出口提供多元化

的运输选择,促进该地区国家之间的清洁能源贸易。④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欧盟

与印度清洁能源合作并不局限于双边范围,目前已进展至多边层次,借由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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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hmeetsEUdelegation,exploresstrengtheningofcooperationunderEU-IndiaCleanEnergyandClimate
Partnership”,2023 05 27,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IframePage.aspx? PRID=1927680,访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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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论坛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在以非洲、中东为主的广袤的“全球南方”联手展开清

洁能源三方合作,以扩大双方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影响力。

二、欧印加强清洁能源合作的动因

欧印清洁能源合作实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系列因素的促动之下实现。总体

来说,双方展开清洁能源合作主要基于能源自主、产业利益、气候治理和地缘政治

四个方面的考量。这四点考量之间存在由表及里的递进关系,它们分别构成了欧

印清洁能源合作的初始动机、进阶诉求、长期目标与底层逻辑。
(一)能源自主考量:推动供应链安全化与多元化

优化能源供应链结构、实现能源战略自主是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初始动机。
欧盟与印度均有着较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一方面,欧盟的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长

期依赖俄罗斯供应;另一方面,欧印双方的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均高度依赖中

国。随着欧俄“斗气”愈演愈烈、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优势日益凸显,欧印逐步加大

清洁能源合作力度,其动因不外乎摆脱化石能源供应链对俄依赖、推动清洁能源供

应链对华脱钩,从而实现自身能源供应链体系的安全化与多元化。
摆脱化石能源供应链对俄依赖,主要是欧盟单方面的替代诉求。长期以来,俄

罗斯一直是欧盟天然气、石油、煤等化石能源的主要供应国。在2016年欧印“清洁

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建成之前,欧盟自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其进口总量的

39.9%,石油占31.6%,固体燃料占30.2%。① 然而,受北约东扩、“颜色革命”等因

素影响,2006年以来欧俄多次就供气问题产生龃龉。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加剧了欧盟对俄“能源武器”的担忧,令俄罗斯作为欧盟“持久稳定能源供应国”这
一角色的可信性受到质疑。② 在此情形下,欧盟于2016年与印度缔结“清洁能源和

气候伙伴关系”,明显带有“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以逐步降低对(俄)化
石能源依赖”③的用意。2022年的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动了欧盟能源战略的现实主

义转向,力求在去俄化的同时加速实现能源转型和能源自主。④ 欧印清洁能源合

作随之迎来了提速、深化的契机。作为对俄制裁的重要内容,欧盟于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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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到2027年停止所有化石燃料的对俄进口”。① 为填平由此引发的欧洲能源缺

口,欧盟决心搭建持久的国际清洁能源伙伴关系,通过自身技术和投资来提升其他

供应国的潜力,培养能够向欧洲供应清洁能源的“真正的朋友”。② 印度因其人力、
市场优势,成为欧盟寻找此类“真正的朋友”时的优选对象。欧盟希望通过加强与

印度的清洁能源合作,加快对俄传统能源的进口替代。
推动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脱钩,则是欧印双方共同的现实需要。在历经十几

年发展积淀后,中国现已取得了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欧盟与印度在

对华清洁能源产业竞争中落后明显,且均高度依赖对华进口。当前,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国、出口国和安装国;③同

时也是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供应国,拥有世界上大多数大规模清洁能源技术

(如太阳能光伏、风能系统)至少60%的研发能力。④ 具体到欧盟、印度均极为看重

的太阳能领域,中国在该行业占据绝对领先地位,掌控着全球太阳能供应链的每一

个环节。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中国绿色贸易报告》
显示,2017—2023年,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由72%提升

到86%。⑤ 2023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占比高达98%。⑥ 同一财年,
中国产品占印度太阳能电池总进口量的92.6%。2024财年,中国的份额虽在印度

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⑦的限制下有所下降,但仍占印度太阳能电池及组件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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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的65.5%以上。① 对中国太阳能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引起了欧印的警惕心理。
欧盟担忧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并怀疑自己正在“以对华太阳能依赖

取代对俄化石能源依赖”。② 印度也认为“大量对华进口太阳能光伏板将对供应链

的弹性构成风险,并带来战略安全挑战”。③ 在上述对华戒心催动下,欧印在清洁

能源供应链多元化、安全化、去中国化方面渐成共识。双方展开清洁能源合作,是
想通过各自人力市场、技术资金的优势互补,重塑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体系,消除

在清洁能源产业中的对华依赖。
(二)产业利益考量:促进自身经济的绿色增长

维护和拓展绿色产业经济利益是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进阶诉求。双方合作在

很大程度上旨在通过彼此产业结构互补,助力自身绿色经济发展。
对欧盟而言,与印度开展清洁能源合作可降低生产成本、弥补绿色产能不

足。近年来,欧盟越发重视电动汽车产业对能源转型、绿色经济的重要驱动作

用,大力推进电动汽车普及计划。目前,欧盟已确立了具体的生产目标,力求

2030年时欧洲公路上行驶至少3000万辆零排放(电动)车辆,并于2035年起不

再售卖新的燃油汽车。④ 然而,欧盟的成本劣势限制了其电动汽车产业目标的落

实。2020年,欧洲电动汽车平均售价约为40000欧元(不含税),2024年,这一价

格已攀升至约45000欧元,涨幅达11%。⑤ 欧盟电动汽车产业的成本劣势,源于

其在该领域始终未能形成规模效应和产业链协同。这种产业集群弱势增加了

“欧盟制造”的成本,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⑥ 欧洲汽车巨头斯特兰蒂斯集团

(Stellantis)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塔瓦雷斯(CarlosTavares)就曾忧心忡忡地表

示:“目前欧洲尚无法生产价格合理的电动汽车,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变通之法,是

3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overnmentofIndia,MinistryofCommerceandIndustry,“ExportImportDataBank(Annual)”,

2024 02 11,https://tradestat.commerce.gov.in/eidb/icomxcnt.asp,访问日期:2024 12 25。

DominicDudley,“ChinaIsSettoBecometheWorld’sRenewableEnergySuperpower,Accordingto
NewReport”,Forbes,2019 01 11,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9/01/11/china-
renewable-energy-superpower/? sh=350b240b745a,访问日期:2024 12 25。

DavidMatthews,“EUstepsupsolarpowercooperationwithIndiaamidfearsofdependenceonChi-
na”,ScienceBusiness,2022 04 28,https://sciencebusiness.net/news/eu-steps-solar-power-cooperation-
india-amid-fears-dependence-china,访问日期:2024 12 25。

JuliaPayne,“EU’s2050netzerogoalsatriskasEVrolloutfacessetbacks”,Euractiv,2024 04
22,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limate-environment/news/eus-2050-net-zero-goals-at-risk-as-ev-roll-
out-faces-setbacks/,访问日期:2024 12 25。

LucienMathieu,“What’swrongwithelectriccarprices?”,EuropeanFederationforTransportand
Environment,2024 10 23,https://www.transportenvironment.org/articles/whats-wrong-with-electric-
car-prices,访问日期:2024 12 25。

吴泽林:《欧盟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动因、影响和挑战》,载《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5期,第3 23
页,这里第20页。



《德国研究》 2025年 第1期 第40卷 总第159期

Deutschland-Studien

寻求在印度等市场进行低成本制造,以可承受的价格销售紧凑型电动汽车,保护

盈利能力。”①其言下之意是,欧盟需依赖印度的低成本汽车市场来维持电动汽车

产业存续。与此同时,欧盟绿氢产能不足,也促使其寻求来自印度的补充。2020
年,欧盟启动了“欧洲氢能战略”,宣布到2030年时绿氢产能达到1000万吨,并
准备在2030年前额外进口1000万吨绿氢。② 这一庞大的绿氢进口诉求,显示出

欧盟在绿氢产能方面难以自足,而印度则是欧盟绿氢进口的重要来源。2023年

7月,欧印双方就每年对欧供应1000万吨绿氢展开谈判,印度承诺欧洲公司可

凭借在印投资和购买绿氢的方式获得碳信用额。③ 由上不难看出,欧盟加强与印

度的清洁能源合作,是为了缓解电动汽车、绿氢等产业的高成本、低产能问题,巩
固绿色经济基础。

对印度而言,与欧盟开展清洁能源合作可补齐技术短板,打造绿色产业集群。
这同样集中体现在电动汽车研发、绿氢生产方面。当前,电动汽车产业在印度清洁

能源转型和经济绿色发展中享有重要地位。印度政府设定了到2030年全国汽车

电动化率升至30%的目标,希望届时印度电动汽车产业年销量能达到1000万辆,
并创造约5000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④ 然而,由于电动汽车购置成本高昂、技
术风险尚存且与之配套的充电基础设施可用性不足,印度电动汽车产业发展仍面

临较大障碍。欧盟则是电动汽车充电领域的领导者,通过与欧盟在该领域展开合

作,印度能够“挖掘欧盟现有技术的价值,并了解下一代充电平台和技术的进

展”。⑤ 这无疑有助于印度电动汽车产业跨越技术瓶颈,早日成为引领印度经济绿

色增长的战略新兴支柱产业之一。除电动汽车研发外,印度在绿氢生产方面亦仰

仗欧盟技术支撑。近年来,印度政府越发重视绿氢在发电、交通、工业制造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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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发展前景,意图打造世界领先的绿氢产业体系。2023年1月,印度内阁批

准了“国家绿色氢能计划”(NGHM),预期到2030年实现每年生产500万吨绿色

氢气,减少价值约10亿卢比的化石燃料进口,同时创造超过60万个相关就业岗

位。① 但是,印度的上述目标却因其绿氢生产降本、安全储运技术②不过硬而受阻。
此时,欧盟先进的绿色氢电解槽及储能技术③就成为印度发展绿氢产业的重要借

鉴和参考。由此可见,印度开展对欧清洁能源合作的部分动力,是借此实现技术突

破,挖掘电动汽车、绿氢等产业潜能,带动绿色经济发展。
(三)气候治理考量:共同应对环境与气候危机

应对环境与气候危机、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是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长期目标。
当前,环境退化与气候变暖正不可避免地对全人类的生存空间构成威胁,欧盟与印

度也概莫能外。双方均深刻认识到环境与气候问题的紧迫性与严重性,并将与对

方的清洁能源合作视作对环境与气候危机的有力回应。
在欧盟看来,全球气候的紧急状况,使其必须设立更高的节能减排目标,并与

印度等高排放国家加强协作。2019年12月,欧盟在《欧洲绿色协议》中明确承诺,
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使欧洲成为世界首个实现气候中和的地区。④

2021年7月生效的《欧洲气候法》为欧盟设定了气候中和中期目标,即到2030年将

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至少55%(Fitfor55)。⑤ 2024年2月,
欧盟进一步提升其气候目标,力争到204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

90%。⑥ 除了设立上述适用于欧洲地区的气候目标外,欧盟还执着于实现《巴黎协

定》关于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的目标。然而,据欧盟2023年《全球能源与气候

展望》预测,当前各国节能减排现状与《巴黎协定》的控温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全球气温可能在本世纪末升高3℃。要达成升温1.5℃的目标,全球各国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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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前加快绿色能源转型投资。① 为此,欧盟亟需加强对外合作,通过财政支

持、援助、技术转让、拓展贸易等方式建立专门的能源转型伙伴关系,鼓励伙伴国家

提高气候目标,优化气候中和路径。② 其中,印度因其庞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被
欧盟纳入气候与能源转型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之列。当前,印度是仅次于中美的

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023年,印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41.3亿吨,约占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8%,高于欧盟27国所占比例(6.1%)。③ 较高的排放份

额决定了印度对全球减排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欧盟高度重视与印度联手减

排,从而增加克服全球气候危机的把握。能源部门作为最大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其
绿色清洁转型自然成为欧印减排合作的核心。欧印清洁能源合作实为双方保护气

候环境、追求节能减排的必然结果。
在印度看来,巨大的气候环境压力需要本国加快绿色能源转型,同时还需得到

欧盟的有力支持。为此,印度政府近年来多次更新其气候目标。2015年10月,印
度公布首份《国家自主贡献》(NDC)计划,承诺到2030年将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降低33%—35%,并确保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占比

达40%。④ 在2021年11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印度提

高了气候目标,即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产能增加到500吉瓦,50%的能源需求来

自可再生能源,单位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降低45%,并在2070年实现净零

排放。⑤ 2022年8月,印度颁布新版《国家自主贡献》计划,将“到2030年50%的能

源需求来自可再生能源”,改为“在技术转让和绿色气候基金(GCF)等国际融资支

持下,将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提升至50%左右”。⑥ 这一调整表明,印度试图

通过外部援助弥合其气候雄心与实施能力间的鸿沟。据测算,为实现2030年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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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印度须在2022年后的未来9年内每小时安装至少10.5兆瓦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这相当于平均每3.5天安装一座法国核反应堆。① 如此庞大的转型压力远

超其国内资源与技术储备。正如印度政府内部人士所言:“虽然今后印度的气候野

心会更大,但如果没有发达国家提供更多技术转让和财政支持,德里将不会设定更

多目标。”②在此背景下,欧盟因其显著的技术与经济优势,成为印度寻求合作的关

键对象。自2014年以来,欧盟在气候与环境(23%)、能源(22%)和交通(28%)领
域稳居全球专利申请榜首;在可再生燃料、电池和电动汽车以及碳捕获、封存和利

用技术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有关清洁能源技术的高价值发明方面仅次于日

本,其中,欧盟在能源效率方面与日本并驾齐驱,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则具备一定优

势。③ 此外,欧盟还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且自1993年起持续对印绿色投资。④ 其

雄厚经济实力与前沿技术储备可为印度能源转型提供重要支撑。对印度而言,与
欧盟合作不仅是兑现气候承诺的必由之路,更是突破“抱负—能力”瓶颈的核心

策略。
(四)地缘政治考量:提升参与大国地缘博弈的竞争力

在当下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构建竞争优势、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位置,
是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底层逻辑。近年来,欧盟、印度的对外战略出现了重大转

型。二者战略取向中的地缘政治、现实政治色彩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双方加快

推进清洁能源合作并将之工具化、杠杆化,以期提升自身参与大国地缘博弈的竞

争力。
当前,受中美竞争加剧、俄乌冲突延宕等全球性地缘政治事件的冲击,国际

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安全性风险显著上升,促使欧印两大行为体重新评估并调整

各自对外战略。在此过程中,欧盟越来越认识到物质实力的重要性,试图从规范

性力量逐渐转变为地缘政治力量,推动对外战略的地缘政治转向。印度则日益

淡化其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与道义要素,更加强调“印度中心观”、权力政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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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至上等原则,①其外交战略出现了向“现实主义”②转型的趋势。基于上述地缘

政治与现实主义的战略取向,欧印近年来有意识地投身于全球焦点地区的大国

竞争,并不约而同地将清洁能源合作视为奠定和扩大自身地缘政治竞争优势的

战略手段。其中,印太地区是中美全面竞争的中心场域,该地区大国博弈的结局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格局走向。因此,欧印均致力于将清洁能源合作政治

化、工具化,借此提升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地缘竞争力。欧盟在2021年《欧盟印太

合作战略》中将绿色转型列为七大优先议程之一,计划与“有意愿和雄心的印太

伙伴缔结绿色联盟和伙伴关系”。③ 印度则于2024年3月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

经济框架》清洁经济协议,表示将“在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部署、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方面加强动员和协作”。④ 可见,欧印的“印太”战略存在绿色转型共识,双方均意

图通过清洁能源合作提升对印太地区格局的塑造能力,避免在中美“印太”博弈的

裹挟下陷入战略被动。
此外,非洲地区激烈的地缘竞争态势,也是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重要推力之

一。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块能源开发“新大陆”,非洲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能

等清洁能源资源,尤其在太阳能方面占有全球60%的最佳太阳能资源,⑤是使用可

再生能源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绿氢的绝佳地点;非洲还拥有全球20%的关键矿产

资源,钴、锰、铂金等对清洁能源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在全球储量和产量中占

据很高比重,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⑥加之非洲青年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

低廉、市场潜力巨大,因而成为各主要大国的低碳投资热点和争夺地缘影响力的

“竞技舞台”。在非洲的大国竞争中,欧印扮演着异常活跃的角色。欧盟将非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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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专属能源来源”①和“与新兴力量进行地缘竞争的博弈场,希望通过再平衡援

助、投资和贸易的关系,开拓非洲能源市场并加强自身在非洲的存在”。② 印度则

将非洲确立为“可靠的替代能源供应来源”③和对外交往的“首要任务”,④力争在非

洲的大国影响力竞赛中取得胜利。⑤ 欧印围绕非洲展开清洁能源合作,一方面是

试图以此为杠杆,缩小在该地区地缘博弈中相对于中美的竞争力差距,扩大在非洲

大陆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和产业链节点重构全

球清洁能源价值链的权力配置,进而撬动大国间综合实力对比,从根本上重塑双方

在未来大国博弈中的国际地位。

三、欧印清洁能源合作前景

自2016年欧印“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建立以来,欧盟与印度在能源效

率、可再生能源、绿色融资、国际能源平台建设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合作进展。在

双方清洁能源合作逐渐深入的过程中,若干新兴发展趋势已初露端倪。同时,一些

制约因素也悄然显现。下文拟对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趋势与制约因素进行

分析。
(一)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趋势

欧盟与印度清洁能源合作未来可能在合作层级、方向、手段上产生以下几个新

的趋向。

1.国家级与次国家级并重的多层次合作体系日渐成型

一方面,欧盟各成员国与印度间的国家级双边清洁能源合作可能得到加强。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欧盟固然是其在欧洲方向的合法对话者与重要合作者,但欧

盟作为超国家行为体,也存在一些固有局限:它的技术、经济资源完全依赖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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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战略投入,且其政策议程的出台也常因成员国间分歧而停摆延宕。相比之

下,欧盟成员国在实际合作时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和技术行动能力,且相较于采用

复杂决策系统的欧盟制度架构,欧盟成员国传统的政府间沟通方式对印度来说也

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① 因此,印度十分重视与欧盟各成员国交往互动并展开各

类合作。具体到清洁能源合作领域,印度正在将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

等国确立为优先合作对象。其中,法德两国作为欧盟的中坚力量,自然是印度在

欧洲不可忽视的合作伙伴,况且法德与印度在清洁能源领域已积累了深厚的合作

基础:法国不仅支持印度创建国际太阳能联盟,还于2018年、2021年两次与印度

签署可再生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并责成法国发展署(AFD)在印度开展了多项

清洁能源合作项目。② 德国也于2015年同意建立“德印太阳能伙伴关系”,并在

此基础上于2022年缔结“德印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及“德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伙伴关系”。2024年10月,德印两国推出“绿色氢能路线图”,为双方的绿氢合作

规划了蓝图。在印方看来,法德等欧洲大国似乎比欧盟更擅长制定和定义目标,
在实施清洁能源项目时也比欧盟更加积极有力。③ 可以想见,印度今后必将继续

强化与法德的相关合作。此外,丹麦、荷兰、西班牙等国也因其在风电领域的领先

技术和成熟经验,成为印度选择的重要合作对象。近年来,印方与上述三国合作

进展迅速,④在印度风电开发势头正劲的情况下,印方定然将更加看重与欧洲风

电强国的双边合作。
另一方面,印度各邦乃至各城市与欧盟间的次国家级清洁能源合作或将

更为深入。从欧盟角度来看,印度复杂多元的现实国情,令其只有加强与印度

各邦乃至各市的本土化、地方性合作,才有望实现联合国“所有人都能获得可

负担、可靠、可持续现代能源”的目标。当前,印度的清洁能源转型存在各邦和

地区间不平等、不均衡等多种挑战。该国南部西部富裕各邦、大型城市的清洁

能源部署较快,但北部贫穷各邦及其所属城市的部署情况不容乐观。因而,欧
盟极为重视与印度各邦乃至各城市直接对接,关注印度底层40%人口的能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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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KirstenJörgensen/ChristianWagner,“LowCarbonGovernanceinMulti-levelStructures:EU-India
relationsonenergyandclimate”,p.145.

法国发展署在印度开展的清洁能源合作项目,可在欧印“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官网“仪表盘”
栏目查询,参见https://cecpdashboard-eu.in/activities。

同注①,p.144。

2018年11月起,丹麦与印度展开了“海上风电战略部门合作”,丹麦在该项目下为印度提供为期3
年的技术援助;2014年,荷兰与印度签署了可再生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荷兰开发银行(FMO)近年来也正为

印度拉贾斯坦邦、马哈拉施特拉邦风电场建设提供融资;西班牙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CENER)于2016年11
月与印 度 国 家 风 能 研 究 所 (NIWE)签 署 谅 解 备 忘 录,确 定 了 印 西 风 能 合 作 领 域。参 见 https://

cecpdashboard-eu.in/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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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①以促进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平衡性、全面性。欧盟现已搭建多个对印次

国家级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在邦层面,自2018年启动“执行巴黎协定战略伙

伴关系”(SPIPA)项目以来,欧盟已协助德里邦、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和喀拉

拉邦修订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并开展农用太阳能泵试点。② 在城市层面,2017
年至今,欧盟在“智慧可持续城镇化伙伴关系”框架下举办了4届欧盟 印度城市

论坛,与40多个印度城市在绿色建筑、循环经济等领域展开了合作。③ 欧盟还重

点支持布巴内斯瓦尔、班加罗尔、钦奈、孟买和浦那等城市实施生态城市计划,开
发可复制的低碳城市运转模型。④ 未来欧盟计划继续扩展邦级技术合作网络,并
将气候智能型城市解决方案推广至印度全境。

2.“全球南方”能源基础设施联通成为重点合作方向

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双方借助国际太阳能联盟这一平台在非

洲展开太阳能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欧印双方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球南方”发
展中国家愈加重视,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南方”能源基础设施联通建设可能成为

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
欧印近年来均颇为重视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国际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系。

印度除2018年建立国际太阳能联盟外,还于2021年11月联合英国发起“一个太

阳,一个世界,一个电网”计划,旨在通过跨国电网连接140个国家,用于传输太阳

能电力,从而以印度为支点打造一个全球互联的可再生能源单一电网。⑤ 欧盟则

于2021年5月宣布与印度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希望借此增强欧印在数字、
能源、运输等领域的联通性,并将“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全球生态系统、绿色和数字化

双转型”⑥列为欧印互联联通的重要目标。2021年12月,欧盟又提出“全球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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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Paulo,India-EUCooperationintheSDGEra:UnlockingthePotentialofaDevelopment
PartnershipinTransition,NewDelhi:ObserverResearchFoundation,2019,p.88.

EU-IndiaCleanEnergy& ClimatePartnership,“StrategicPartnershipsfortheimplementationof
theParisAgreement”,2022 08,https://www.cecp-eu.in/resource-center/post/strategic-partnerships-for-
the-implementation-of-the-paris-agreement,访问日期:2024 12 25。

DelegationoftheEuropeanUniontoIndiaandBhutan,“EUIndiaagreetointensifycooperationon
smartandsustainableurbanizationatthe4thIndia-EUUrbanForumonSmart&SustainableUrbanisation”,

2025 02 13,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india/eu-india-agree-intensify-cooperation-smart-
and-sustainable-urbanization-4th-india-eu-urban-forum_en? s=167,访问日期:2025 02 15。

ShailendraYashwant/SvenHarmeling,“EU-IndiaClimateCooperationBrief”,p.15.
DewangiSharma,“OneSun,OneWorld,OneGrid:EmpoweringSustainability”,InvestIndia,

2024 01 10,https://www.investindia.gov.in/team-india-blogs/one-sun-one-world-one-grid-empowering-
sustainability,访问日期:2024 12 25。

EuropeanCouncil,“EU-IndiaConnectivityPartnership”,2021 05 08,p.1,https://www.con-
silium.europa.eu/media/49508/eu-india-connectivity-partnership-8-may-2.pdf,访问日期:2024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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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旨在通过优质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全球数字、能源和交通领域的智能、清洁和

安全联系。其投射范围主要囊括“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并尤为重视非洲区域能

源市场整合,承诺将建立强大的非洲大陆单一电力市场。① 为此,欧盟在“全球门

户”战略框架下大规模投资和援建非洲基础设施项目。截至2025年1月,欧盟已

规划了159个旗舰非洲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有85个涉及清洁能源领域。② 欧盟还

在2022年2月第六届欧盟 非盟峰会上宣布,将于2027年之前向非洲提供约1500
亿欧元的资金,以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③ 欧盟积极推进非洲清洁能源基建项目,
这与印度在非洲的基础设施议程不谋而合。作为非洲的第二大债权国,印度近年

来不断加大对非洲清洁能源基建的援助和投资力度。据统计,印度政府已出资超

过123.7亿美元,在43个非洲国家完成了206个基础设施项目,另有81个项目处

于筹备阶段。④ 其中,能源基础设施项目获得的投资最多。⑤ 除政府层面外,印度

私营部门也深度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有报告显示,印度私营公司每年向非洲

基建领域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⑥ 不难看出,在欧印的“全球南方”基础设施联通

布局中,非洲明显居于关键核心位置。此外,欧印正着手拓展清洁能源基建合作的

辐射区域,将双方基础设施联通的重心向中东地区延伸。2023年9月IMEC计划

的正式提出,标志着欧印开始将中东的“全球南方”国家纳入其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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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Commission,“TheGlobalGateway”,2021 12 01,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 uri=CELEX%3A52021JC0030,访问日期:2024 12 25。

此处有关欧盟援建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具体数目,为笔者根据欧盟对外事务部文件自行汇总、统计

而来。参见:EuropeanExternalActionService,“GlobalGateway:EU-AfricaFlagshipProjects”,2025 01,

pp.2 6,https://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ec.europa.eu/document/download/ed505ccf-18ef-4fe9-816b-
587d28f10633_en? filename=infographics-global-gateway-flagship-projects-2023-2024-eu-africa_en.pdf,访

问日期:2025 02 01。

MatthewP.Goodman/AkhilThadani/Matthew Wayland,“GlobalGateway’sInfrastructurePlan
forAfricaAnnouncedatEU-AUSummit”,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2022 02 28,ht-
tps://www.csis.org/analysis/global-gateways-infrastructure-plan-africa-announced-eu-au-summit,访 问 日

期:2024 12 25。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RemarksbyEAM,Dr.S.Jaishankaronthe
occasionofAfricaDayCelebrations”,2024 06 25,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

dtl/37907/Remarks+by+EAM+Dr+S+Jaishankar+on+the+occasion+of+Africa+Day+Celebrations,
访问日期:2024 12 25。

从印度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能源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额最高,其次是交通基础设施

领域,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位居第三。参见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GovernmentofIndia,“Indian
orgstoinvestuptoUS$176bninAfricaforinfradevelopment”,2023 06 15,https://indbiz.gov.in/in-
dian-orgs-to-invest-up-to-us-176-bn-in-africa-for-infra-development/,访问日期:2024 12 25。

JamesBatchik/PrithviGupta,“Connectivityin Africa:Thedemocraticdevelopmenttriad”,

ObserverResearchFoundation,2025 01 07,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connectivity-in-af-
rica-the-democratic-development-triad,访问日期:2025 0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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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的重点范围。
由上可见,欧印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动作密集、野心巨大,双方在

该领域均强调气候适应型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联通建设,并将“全球南方”发展中国

家框定为重点援助对象,其实质是对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的竞

争与替代。在欧印对华偏见难消的情况下,未来二者清洁能源合作仍将高度重视

在以非洲、中东为重点方向的“全球南方”援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并加强能源联通。

3.先进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创新将是重要合作抓手

其一,欧盟对华技术脱钩压力与对美绿色投资风险叠加,促使其进一步强化对

印度的技术扶持。当前,科技已成为地缘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新兴技术领域已演

化为地缘政治的重要战场。基于此种技术地缘政治竞争逻辑,欧盟开始将自身定

位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参与者,响应并加入美国筹建的新兴技术“价值观集团”,①视

中国为主要技术地缘竞争对手,②并在关键领域避免对中国的技术依赖。③ 清洁能

源技术事关未来全球发展图景,且牵涉庞大的产业经济利益,是欧盟对华技术地缘

竞争的关键环节。欧盟对印度大力的技术扶持,内蕴着强烈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友
岸外包”诉求,希望通过提升印度清洁能源技术水平,将其打造为“足以替代中国”
的清洁能源供应链核心。此外,特朗普回归后对拜登时代气候政策的逆转,也刺激

欧盟加大对印度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2022年8月,拜登签署的《通胀削减

法案》(IRA)曾吸引大量欧盟清洁技术企业赴美投资。④ 然而,特朗普二次执政后

宣布对欧盟加征25%关税,并撤销了该法案中369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补贴,将投

资重心转向传统化石能源领域。这一政策转向大幅降低了欧盟在美清洁技术企业

的盈利预期,加剧了其对美投资风险。在此背景下,欧盟亟需寻找新的绿色投资市

场,而印度凭借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欧盟转移风险的首选目标。为此,欧盟正

采取多项举措加强对印度的技术转移和投资合作。例如,在“地平线欧洲”计划

(HorizonEurope)框架下,欧盟与印度加强了绿色能源技术研究与创新合作;通过

“玛丽居里”行动(MSCA)资助印度相关科研人员,促进欧印学术交流;同时,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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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地缘政治视野下的新兴技术与美国技术民族主义》,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10期,第

30 37页,这里第30页。
卓华、王明进:《技术地缘政治驱动的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科技政策》,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4

期,第39 61页,这里第56页。
郑华、张成新:《欧盟科技外交发展战略研究———兼论欧盟对华科技外交》,载《德国研究》,2021年第

3期,第46 61页,这里第58页。

ChristophSteitz/GretaRosenFondahn,“TrumpeffectincleantechsectordeepensangstinEurope’s
boardrooms”,Reuters,2024 07 30,https://www.reuters.com/sustainability/boards-policy-regulation/

trump-effect-clean-tech-sector-deepens-angst-europes-boardrooms-2024-07-29/,访问日期:2024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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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响应“创新使命”倡议(MissionInnovation),扩大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示范

领域的公共投资。① 随着欧盟对华“去风险”战略的持续深化,以及美欧气候政策

分歧与经贸摩擦的同步升级,欧盟必将更加重视与印度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合

作,以期减轻对华技术依赖,并构建对美贸易和投资风险的缓冲屏障。
其二,印度绿色转型客观需求及其“对华技术赶超”心理,要求其加强对欧技术

合作。2021年,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TERI)高级总监吉里什·塞蒂(Girish
Sethi)确立了印度绿色转型的三大支柱:可再生能源应用与电力部门脱碳、大型重

工业脱碳、能源效率提升。目前,印度虽已大力挖掘太阳能发电潜力,并已在电力

部门脱碳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其在可再生能源电网整合方面仍面临巨大技术

挑战。在该领域,印度需要通过知识共享和思想交流学习欧洲发达电网的管理经

验。同时,钢铁、水泥行业因其能源密集型工业流程导致脱碳难度极大,给印度绿

色转型带来了另一项技术难题。为此,印方决心与瑞典、德国等拥有先进重工业脱

碳技术的欧盟国家加强合作。② 不仅如此,印度的光照强度、风能储备等自然条件

与欧盟相差较大,为防止欧盟清洁能源技术“水土不服”,印度也有必要与欧盟加强

对相关技术的适应性改进。另外,印度近年来将挑战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

主导地位作为战略重点,③通过引入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加
速推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向印度转移,以期实现“印度制造”战略愿景与价值链

地位的跃升。为此,印度采取了“技术抵制型”对华绿色能源外交策略,拉拢西方发

达国家制定统一技术标准,并组建试图削弱中国产业主导地位的技术联盟。④ 在

此战略框架下,印度势必更加注重争取欧盟的技术投入,以冀借助外力扭转对华技

术竞争劣势,实现对华绿色技术赶超,最终取代中国成为新的清洁能源产业枢纽和

制造中心。
(二)欧印清洁能源合作的制约因素

欧盟与印度清洁能源合作出现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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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俄化石能源合作态度差异

欧盟加强对印清洁能源合作的一大动因,就是冲抵俄乌冲突下欧洲对俄化石

能源(以天然气为主)依赖。然而,印度却与欧盟存在截然相反的对俄能源诉求,俄
乌冲突反倒成为印俄加强化石能源合作(以石油为主)的契机。受到美欧西方阵营

全面制裁的俄罗斯欲向亚太地区寻求新的化石能源出口对象,与其存在“特殊与特

惠战略伙伴关系”的印度是俄方的优先供应目标之一。印度也乐于以更优惠的价

格“抢购”俄罗斯石油等化石能源,以缓解国内能源紧张。印俄双方在化石能源贸

易上可谓一拍即合。据统计,2022年之前,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只占全印原

油消耗量的2%左右。① 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原油的购买

量。2022—2023财年,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增长了近13倍。俄罗斯成为印

度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约占该财年印度原油进口量的20%。截至2025年1
月,俄罗斯在印度原油总进口量中所占份额已达到30%以上,是印度最大的原油

供应国。② 印俄化石能源合作的“如火如荼”与欧俄化石能源贸易的“惨淡收场”形
成了鲜明对比,这实则反映出欧印在处理对俄关系、俄乌冲突上的战略分歧。印俄

在战略、能源、军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否决了印度在欧俄对立态势下进一步倒向西

方的可能性。③ 与欧盟视俄乌冲突为战略挑战并对俄封锁不同,印度将该冲突视

为机遇并“与俄罗斯保持一种微妙、平衡的互动”。④ 因此,印度不会“远俄亲欧”,
而是倾向于在欧俄间“左右逢源”。此种政策基调使印度不会在能源合作问题上明

显地“厚欧薄俄”。
另外,印度能源结构和经济利益,也决定了其无法轻易减少对俄化石能源合

作。就目前情况来看,印度仍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供应能源需求。煤炭、石油在印度

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高达71%(煤炭占49%、石油占22%),其次是生物质能(占

20%)和天然气(占5%),其他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水电和核能)仅占4%。⑤ 然

而,由于禀赋、生产等限制,印度的化石能源长期依赖进口。2019年以来,该国石

油进口比重已超过76%,煤炭的进口比重也接近30%。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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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印度进口原油将增长至每日870万桶,对外依存度将超过90%。① 高比例的能

源进口给印度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仅在2021年,印度的石油进口成本就超过

100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3%。② 而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通过持续进口廉价

俄罗斯石油,节省了大量的能源进口开销。据估计,印度在2023—2024财年总计

减省了约130亿美元的石油进口费用。③ 在清洁能源技术尚不成熟、短期内难以全

面取代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状况下,印度出于满足国内能源需要、保障低价原油供给

的经济利益考量,必然会将对俄化石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和优先级置于对欧清洁能

源合作之上。

2.气候治理责任与目标分歧

由于发展阶段、国情和能力的不同,欧印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长期立场对立,
在责任分配、减排目标等关键议题上存在显著的认知分歧。而“特朗普2.0”政
府气候政策全面倒退引发的短期权力真空,将进一步催化双方对潜在气候领导

权的争夺。
印度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一直将“气候正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CBDR)”“发展优先”等原则视为其核心立场。在印方看来,发达国家历史上和当

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原因,这些国家应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多责

任。因此,印度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双重义务:一是带头进行深度减排;二是全

额兑现2009年承诺的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融资。然

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履约滞后,④不仅限制了印度气候行动的深入,更削弱了

印度对欧盟气候援助的政治信任。此外,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的中心任务是

“追求压倒一切的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并为本国居民提供获得能源的机会”。⑤ 在

兼顾经济发展与气候目标的权衡下,印度采取了“混合并行”的能源转型模式,即在

迅速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的同时,仍维持煤炭能源的托底保障功能。近年来,印度

本土煤炭产量“逆势”激增。2022年,印度煤炭产量达9.22亿吨,同比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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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印度煤炭产量增幅也超过10%;而同期清洁能源装机增长却不及预期,

2023年4—12月,印度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核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下降

1.2%。① 这种“煤电托底”的渐进转型路径与欧盟“限期淘汰煤电”的激进路线形

成根本冲突。为避免印度的脱碳气候承诺沦为“空谈”,欧盟可能会向印度施压,并
将“逐步淘汰煤电”列为对印技术转移和资金援助的前提。若印度基于自身能源主

权与发展利益拒绝在该问题上让步,双方清洁能源合作难免会陷入僵局。
与印方不同,欧盟一贯秉持“责任转嫁”“效率优先”的气候治理立场。在责任

分担方面,欧盟着意淡化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排放责任,主张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

内的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与工业化国家承担同等减排义务。② 在气候融资方面,欧
盟反对将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作为气候融资主要来源,要求除最不发达国家外所有

国家均需分担国际融资责任。这种立场始终遭到发展中国家集体反对。③ 在气候

目标方面,依托其经济优势与能源保障能力,欧盟的目标设定更为严格且强调“转
型效率”,提倡“单向替代”的能源转型模式,即主张各国全面淘汰化石能源,完全转

向清洁能源。④ 这种转型要求,严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承受能力———据测算,
印度年均能源转型支出已达GDP的10.8%,远超教育、卫生、水资源和住房等领

域的支出总和;⑤实现2070年净零排放气候目标更需至少10万亿美元融资,目前

存在高达3.5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亟需发达国家提供1.4万亿美元的优惠融

资。⑥ 考虑到印度现存外债规模已达6200亿美元,强行推进本国能源的“单向替

代”,不仅会抬高转型成本、加剧财政风险,更可能挤压其他民生领域投入空间,引
发社会经济连锁反应。因此,印度将欧盟的能源转型要求视为“以说教姿态强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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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干预,可能制约其经济增长空间”。① 欧印在气候目标和能源转型方法论上的

结构性错位,将导致双方清洁能源合作无法保持协调一致的减排节奏,且难以实现

技术标准的互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欧印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不仅是二者责任认定、目标定

位与转型偏好对立的产物,也受到全球气候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特朗普二次执

政后,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撤回了对绿色气候基金承诺的40亿美

元资金。其气候行动的全面倒退将在短期内引发全球气候治理真空,不仅倒逼欧

盟巩固和强化其“自力更生的气候领袖地位”,②也刺激印度以“全球南方代言人”③

身份争夺气候议程设置权。欧印有可能在气候领导权的博弈中进一步激化既有立

场分歧,进而削弱清洁能源合作基础。

3.欧盟绿色单边立法与标准规制

近年来,欧盟在其绿色产业中频繁动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工具,④采取“单
边立法”和“标准规制”相结合的手段,维护本土绿色产业利益,并提升其在全球清

洁能源供应链标准规则塑造中的主导性和影响力。一方面,欧盟大力推动绿色单

边立法,增设特定贸易壁垒,在削弱发展中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倒逼其加速

绿色能力建设。2023年5月,欧盟完成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立法流程,宣
布将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⑤征收碳关税(CBT),以降低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的“碳泄

漏”风险。在印度看来,CBAM是欧盟“以环保为幌子掩盖贸易保护主义的单方面

惩罚措施”,⑥增加了钢铁、铝等对欧贸易大宗商品的出口成本⑦。为了提升上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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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印度将不得不加大对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投资力度,
对生产流程进行脱碳处理,减少重工业的碳足迹。这无疑将增加印度碳密集型企

业的绿色转型压力和境外合规负担。2024年7月,欧盟《企业可持续性尽责调查

指令》(CSDDD)正式生效,该指令要求在欧盟销售产品的大型企业履行强制性义

务,识别并消除其境内外活动对人权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这导致印度大型出口企

业承担起高昂的净零转型成本,并且使光伏制造、采矿、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

印度中小微企业面临人权责任风险。① 目前,滥用保护主义、高筑贸易壁垒的

CBAM 和CSDDD等法规已经激起印度各界的愤慨。印度对欧盟绿色单边立法的

抵触情绪,将阻碍双方清洁能源合作的深化。
另一方面,欧盟通过制定和扩散绿色标准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施加规制性压

力,迫使其清洁能源转型符合欧盟的标准和规范。美国学者阿努·布拉德福德

(AnuBradford)于2012年提出了“布鲁塞尔效应”这一概念,即欧盟凭借其市场体

量与吸引力,仅需规制域内市场便可将自身法规、标准输出至世界各地,进而获得

单方面监管全球市场的能力。② 当前,硬实力相对有限的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研

发、创新投资等领域相较于中美处于弱势地位,向全球推行自身的绿色标准成为欧

盟重塑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重要手段。2022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标准化

战略》,提出欧盟将增强在全球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力,提高数字和绿色产业竞争

力,并在相关技术应用中传递符合欧盟价值观的标准。在该战略引导下,欧盟于

2022—2023年推出多项法案加速绿色标准制定,力图放大“布鲁塞尔效应”,实现

对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规则引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生态设计和能源标签工

作计划(2022—2024)》《欧盟市场禁止销售强迫劳动产品(提案)》《新电池和废电池

法规》等,分别针对环保及能效设计、劳工标准及人权保障、电池可持续性及报废管

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看来,欧盟在清洁能源供

应链下游嵌入环保、人权、可持续性等标准,本质上是对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进行绿色规范制约。这抬高了发展中国家绿色产品准入门槛,致使其丧失绿色发

展话语权,并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中日益处于被动地位。③ 因此,印度对上述欧盟绿

55

①

②

③

尽管中小微企业不直接属于CSDDD的管制范围,但由于CSDDD覆盖整个价值链,因而它们可能会

因“大型企业的承包商、分包商或供应商”的身份受到影响。参见TalotmaLal,“InEU’ssustainabilitylaw,

anewchallengeforIndianexporters”,IndiaBusiness& Trade,2023 07 17,https://www.indiabusi-
nesstrade.in/blogs/in-eus-sustainability-law-a-new-challenge-for-indian-exporters/,访 问 日 期:2025 01
25。

AnuBradford,“TheBrusselsEffect”,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Vol.107,No.1,

2012,pp.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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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标准采取否定态度。印度贸易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Goyal)毫不

掩饰地表示:“欧盟制定的不合理标准正在损害欧印之间的商贸关系。”①可见,欧
盟的绿色标准规制,已经引起印方反感,这显然不利于二者清洁能源合作的推进。

4.欧盟内部能源转型偏好对立

欧盟的“超国家”特性,使其面临内部绿色发展异质性的挑战。② 各成员国及

其国内政党的能源转型偏好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呈现互相对立的状态,这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欧盟各成员国由于自身自然资源、能源结构等不同国情而在清洁能源种

类选择上存在差异。在欧盟能源转型过程中,其内部一直存在着以法国为首的“倚
重核能”国家③同以德国为首的“专注严格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国家④之间围绕核

能地位、绿氢来源与进口问题的争论。一方面,法德着眼于核能地位问题,展开了

欧盟能源转型的方向之争。作为全球最大的核能生产国之一,法国目前约65%—

70%的电力来自核能。故而,法国反对大规模扩张可再生能源,致力于大力提升核

能在欧盟能源转型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国内反核情绪高涨的德国对核能的态度

更为谨慎。其致力于逐步淘汰核电,专注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⑤

另一方面,法德在绿氢来源与进口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法国认为依靠严格意义

上的可再生能源生产绿氢会给欧盟电力扩容造成巨大压力。因此,法国希望以核

电生产绿氢,推动欧盟给核电生产的氢能贴上“绿标”。德国则坚持用可再生能源

生产绿氢,并倾向于进口绿氢以分散欧盟自产造成的电网压力。⑥ 鉴于俄乌冲突

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力的整体式微,⑦法德轴心内部平衡性已被打破。法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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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卢森堡、爱沙尼亚、丹麦等国(丹麦、爱沙尼亚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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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1页,这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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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能源转型的联合领导,逐步由“德强法弱”转变为“法强德弱”。欧盟今后的能

源转型路径很有可能向法国路径靠拢,即更加重视核能,适度降低可再生能源目

标;尝试以核电生产绿氢,减少绿氢进口。而可再生能源开发、绿氢进口正是欧印

清洁能源合作的重要内容和动因,欧盟在上述领域放缓步伐,将限制其对印开展相

关合作时的意愿和能力。
二是欧洲以绿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与反环保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在能源转型议

题上存在政策分歧。总体来看,左翼政党(社民党、绿党等)普遍支持可再生能源发

展与国际气候合作,其中又以绿党设定的能源转型目标最为激进,是欧盟“绿色转

向”的核心推手;中右翼政党(自民党、基民盟等)虽支持转型,但更倾向于通过市场

化手段降低成本;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则整体上反对能源转

型,主张继续利用化石能源与核能。可以说,欧盟绿色能源转型的推进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绿党等左翼政党的政治理念能否在欧盟机构及欧洲各国政府层面得到认

同和执行。然而,极右翼势力在欧洲政坛的持续崛起,叠加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政

策转向,构成了绿色政治理念落地的双重阻碍。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政
治格局加速右倾: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多个成员国得票率上升,而左翼的绿党党团

和中间派的复兴欧洲党团席位大幅流失,新一届欧洲议会出现“右转”。① 这一结

果对成员国产生了冲击效应。一方面,法德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大大削弱,法国国民

联盟、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翼势力在本国政坛持续扩张。今后,法德在推动欧盟层面

的绿色能源转型时,恐因国内极右翼掣肘而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绿党在德国、法
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的议会失去大部分席位。② 其所提倡的气候与能

源转型议题在上述国家的受重视程度将不复以往。与此同时,欧盟机构战略重心

向经济竞争力倾斜的趋势也会动摇绿色转型根基。2025年1月,新一届欧盟委员

会发布首份政策文件《欧盟竞争力指南》,强调“放松企业监管、缩小创新差距以重

振欧洲竞争力”。③ 这表明,“绿色新政”在新一届欧盟委员会议程中的优先性正让

位于“增强竞争力”目标。总之,在欧洲议会政治光谱“右移”、法德国内政治右倾、
欧洲多国绿党地位下降、欧盟机构调整战略重心的背景下,欧盟的绿色追求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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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失色”,这将导致其不能也不愿投入较多的资源与精力开展对印清洁能源

合作。

5.印度国内深层痼疾长期存在

清洁能源渗透社会运行方方面面,只有欧印社会各界、各群体广泛参与,双方

清洁能源合作才能行稳致远。然而,印度国内对妇女群体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压迫

限制了印度对欧清洁能源合作的潜力。“人人享有电力”(PowerforAll)公益平台

发布的第2期《分布式可再生能源(DRE)就业报告———聚焦印度》显示,2019—

2021年,印度DRE行业正式就业增幅高达22%,从45%增至77%。同时,印度

DRE就业市场已从新冠疫情中逐步好转并强劲反弹,于2022年底达到了疫情前

就业水平,2023年印度DRE行业劳动力预计增长至近9万人。遗憾的是,虽然印

度DRE行业就业形势一片大好,但由于印度社会文化的规范性阻碍,DRE高技术

工种中的女性比例依旧很低。2021年,印度女性在DRE工作中的比例仅为20%;
而在尼日利亚,近一半(45%)的DRE从业人员是女性;在肯尼亚,这一比例也超过

三分之一(35%)。① 可见,印度妇女要实现在清洁能源市场的就业平等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在相当一部分印度妇女被DRE行业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印度清洁能源

产业损失了大量优质劳动力,这限制了印度清洁能源部门与欧盟合作的生产潜力。
除性别歧视外,印度官僚主义盛行、行政程序拖沓、知识产权执法不力等弊病,也是

欧盟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担忧的问题。② 这些印度社会深层痼疾的长期存在无疑会

对欧印清洁能源合作构成制约。

四、结 语

2016年欧盟与印度“清洁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建成后,双方清洁能源合作取

得了较大进展。二者在供应链安全、经济发展、气候复原、战略取向方面的一致利

益,为双方加强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驱动力量。随着中国清洁能源优势地位

日益凸显,全球技术地缘政治竞争格局日渐明朗,欧盟与印度的清洁能源合作也随

之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搭建国家级与次国家级综合合作体系以充分挖掘欧印清

洁能源合作潜能,从而为后续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联通建设、先进清洁能源技术研发

创新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础。其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南方”实现对中国“一带一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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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的销蚀与替代,在具有制高点特征的清洁能源产业领域谋求

对华供应链脱钩及对华技术竞争优势。然而,欧印在对俄化石能源合作、气候治理

责任分担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且印方不满欧盟利用绿色单边立法和标准制定对其

施加规范制约,加之欧印内部分别存在能源转型偏好对立、社会痼疾难以根绝等制

约因素,欧印重塑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效果有限,短期内难以撼动中国在清洁能

源领域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中国仍应高度关注欧印清洁能源合作潜在的对华

负面影响,并做好化解和应对的准备。
为此,我国可依次采取以下三方面步骤:首先,夯实“内功”,增强中国绿色产业

韧性,提高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强化科技赋能绿色低

碳发展,加快先进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提升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国际竞争

力;其次,巧用“分治”,抓住“印度对欧盟绿色单边立法和标准规制不满”这一矛盾

焦点,加大对印协商,与印度展开绿色议题式合作,抵制欧盟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共
同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产业权益;最后,主动“出击”,利用中国在清洁能源

领域的技术、经验、市场、产能优势,加速海外清洁能源基建合作,压制欧印在“全球

南方”的对华绿色竞争企图,彰显中国清洁能源项目的比较优势,为全球绿色能源

转型提供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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