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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暋要:能源问题是俄欧互动中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对

后冷战时代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

础,结合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两个核心变量,对俄欧能源对话机

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炼出六项影响因素,即与角色定位相

关的政治文化、能源战略与能源集团,以及与角色期待相关的历

史传统、国际危机与能源革命。本文认为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

进具有三个特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同俄欧关系的一致性、因政

治文化差异形成的角色期待空想性,以及非对称性结构对能源合

作的制约性。当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陷入停滞状态,俄欧能源

合作呈现碎片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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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能源合作是俄欧经济合作的关键领域,双方在能源领域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

对俄欧关系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关于俄欧能源关系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

主要涉及能源安全、能源政策、能源外交和能源战略四个部分。栙 就研究范式而

言,既有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析视角。第一,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该视角将能

源视为物质权力的资源或基础,相对物质权力的增加会导致一国对外政策活动的

野心增加和范围扩展。栚 这一理论视角的假设是,资源稀缺和相对收益会导致国

家间争夺能源资源的地缘政治博弈。因此,这一理论视角通常被用于分析俄欧能

源关系中生产国、过境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博弈,将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同能源安全

问题相关联。栛 例如,2000—2008年的国际油价高涨赋予了资源储备丰富的俄罗

斯极大的能源权力,并且俄罗斯能源战略的政治色彩越发浓烈,因而,欧洲对俄罗

斯在能源方面的非对称依赖会使自身面临能源安全威胁。栜 第二,新自由制度主

义视角。该视角强调,通过国际机制(制度)管理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可以防止国家

间能源关系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可以有效促进相互依存下世界能源领域的国际

合作。栞 相关研究认为,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在能源链条中的利益相互交织,国
家和地区间相互依赖增强,从而创造了国家和地区对制度的需求,在彼此共同需要

的条件下,能源利益交织有助于催生国际合作机制,以应对与能源相关的具有经济

属性特征的矛盾。栟 诚然,这一视角并不是指相互依赖就能促成合作,相反,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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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集中在一个领域,而非多领域的复合相互依赖时,安全紧张局势便会加剧。
有研究表明,欧盟与俄罗斯的相互依存领域过于单一,仅表现在能源方面,这样可

能会加剧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紧张关系,导致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对峙的竞争性外

交战略,进而又在能源问题领域遏制双方的合作,栙造成能源对话机制很难有效开

展。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该视角突破了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传统分析

范式,从跨国公司视角探讨俄欧能源关系演变的商业利益逻辑。有学者指出,德法

意等主要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正在被欧洲各国国内能源财团与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下文简称“俄气暠)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塑造。栚 第四,建构主义

视角。该视角强调身份、认知、规范和文化的作用。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能源过

境最终成为行为体间的冲突来源还是合作成果,依赖于一国如何看待自己的能源

地位以及如何通过能源贸易构建国家身份。栛 在一系列研究成果中,除了部分学

者重点考察波罗的海三国对国家身份和能源安全的认知对于自身同俄罗斯能源关

系的施动,还有学者从政治精英的认知角度出发,将政策制定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和理念视作影响国内决策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就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态度转变对

俄罗斯东部天然气战略实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栜

表1暋国际关系视野中对俄欧能源关系的研究

分析视角 主要研究方法 主要观点

新古典现实主义 地缘政治学、博弈论(国家层面) 资源稀缺和相对收益引发能源的地缘政治博弈

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区域主义、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有效促进能源领域的区域(国际)合作

国际政治经济学 市场与权力互动博弈论(非国家层面) 大型能源企业引起能源政治的结构变化

建构主义 身份认同、国家角色 国家角色认知与国际规范影响国家间能源关系

暋暋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1所示,不同的理论视角涉及的研究内容有所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这一机制可以视作俄欧能源合作的主要模式,其发展历程可以

体现俄欧关系的走向。基于当前分析视角的梳理,本文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俄欧能

源对话机制为何衰退甚至走向停滞,以至于双方关系走向陌路。俄欧双方有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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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互相认知与定位? 俄欧能源对话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如何? 为解决

以上问题,本文采用归纳与演绎法,对涉及双方的能源政策以及合作条约进行归纳

与解读,由此推导出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现状,并结合欧洲秩序这一大前提,对俄欧

能源对话机制进行分析。在理论视角方面,本文采取角色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在

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角色理论并非一片空白,从既有文献来看,有学者提出“角色—
理性—行为暠的分析框架解读对外政策。栙 具体到两国关系上,有学者试图用角色

理论分析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分别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次探讨了

影响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中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变化的因素。栚 与此同

时,角色理论还成为了分析国际合作的重要视角,如从角色理论出发研究北极理事

会这一组织及其作用。栛 虽然角色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着诸多尝试,但在俄

欧能源问题研究方面,国内研究较少将角色视作重要影响因素。栜 因此,本文努力

尝试从角色理论出发,解读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变过程,在进一步阐述这一机制

演变特征的同时丰富相关的研究视角,深化俄欧关系研究。

二、角色理论的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在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角色是在自我身份定位与外

部他者期望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国家角色的形成具有主体间性。在角色的

塑造过程中,自我身份定位与他者期待的相互作用成为了角色塑造的关键因素。
在国际行为体之间,自我身份定位与他者期待的趋同可能促进行为体间的相互认

同并推动合作。与之相反,行为体之间的差异则可能导致角色矛盾激化,进而引发

一系列的国际冲突。为了深入理解俄罗斯与欧盟能源对话机制的发展脉络,本文

选择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这两个核心变量加以考察,力求分析出影响俄欧能源对

话机制进程的因素。
(一)概念阐释

角色起初是戏剧舞台中的用语,指演员在舞台上按照剧本的规定所扮演的某

一特定人物。在社会心理学中,乔治·米德(GeorgeH.Mead)最早将角色这一概

49

栙

栚

栛

栜

桑溥:《角色·理性·行为: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9年,第3页。
徐博、[美]威廉·瑞辛格:《国际关系角色理论视角下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探析》,载《东北亚

论坛》,2019年第4期,第98 111页,这里第98页。
孙凯、李文君:《角色理论视阈下的北极理事会及其作用研究》,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

期,第46 62页,这里第47页。
参见毕洪业:《乌克兰危机下的俄欧政治与能源关系走势》,载《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4期,第7

12页;陈小沁:《解析乌克兰危机下俄欧能源合作的困境与趋势》,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4期,第48
56页;冯玉军:《国际能源战略格局新变化与中俄能源合作》,载《欧亚经济》,2018年第3期,第1 8页;董一

凡:《欧俄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博弈》,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89 107页;等等。



《德国研究》 2024年 第1期 第38卷 总第153期

Deutschland灢Studien

念引入,分析并揭示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栙 而在国际关系领域,20世纪70年

代,首次将角色理论运用到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解释的是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灢
viJ.Holsti),他将国家角色划分为17个类型,认为国家角色行为受到其他国家的

态度以及对策的影响;而角色定位则通过政策制定者来表达,包括对国家身份的主

观认识以及如何理解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栚20世纪80年代之后,斯蒂芬·沃

克(StephenG.Walker)进一步将角色理论视作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层理论暠,对角

色理论分析中的施动者(国家)和结构(体系)两个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归纳,总结出

6种国家角色类型。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角色理论

的价值又被重新挖掘。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认为,角色是身份的一

种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质。角色的一部分通过自身在体系中与他者的互动形成,
另一部分则在与体系中的行为体互动之前就已经形成,角色身份是国家内在属性

的表达与国际互动共同塑造的产物。栜 在角色理论中,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这两

个核心概念尤为重要。所以在理解国家角色时,需要考虑国家自我身份定位和体

系中的他者期望这两方面因素。本文将国家角色定义为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一定地

位的国家或超国家行为体设法满足角色期望和实践,以符合体系期待的权利、义务

和行为模式。
国家的角色定位表达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诉求,即国家如何认识自身的角色,

并努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同。聚焦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该机制涉及俄罗斯和欧

盟在该机制中的自我身份定位以及各自对俄欧合作平台的认知。影响一国角色定

位的直接或间接因素颇多。对于所述的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而言,内生性的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能源战略以及能源集团。而外部行为体对国际体系中国家

角色认知与责任的期待则被称为他者角色期待,这些期待主要受历史传统、国际危

机以及能源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在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理论框架

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之前,本文提出两点假设。首先,在俄欧能源对话机制

上,本文认可欧盟内部主要大国的推动作用,但更倾向于将欧盟视为一个在对外关

系中的独立整体。一方面,考虑到欧盟的高度一体化程度以及近年来欧盟战略自

主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指出欧盟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扮演重要角色,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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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外交、贸易以及国家、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方面。栙 另一方面,尽管欧盟各成员

国对待该组织的内部认知和外部期待存在差异,但在涉及与俄罗斯就能源议题上

展开对话合作时,各成员国的关切却十分相似。其次,在考察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

制演进的因素时,本文从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这两个核心变量出发,推导出了三组

对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尽管地理环境、欧盟内部部分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国际金融

危机以及外部国际舆论环境等因素也对能源对话机制产生影响,但它们并非主要

因素,且与本文的角色理论框架核心变量不相适应,因此不作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

容。本文将对俄欧关系的整体考察与影响因素的选择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和前提,
如图1所示。

图1暋角色视角下的俄欧能源对话机制

暋暋注:实线箭头表示长期性作用,指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因素从根源上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共
同造成俄欧能源安全困境;空白粗箭头表示中期性作用,指能源战略与国际危机直接影响俄欧能源对

话机制;虚线箭头表示短期性作用,指能源集团与能源革命间接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开展。
来源:作者自制。

角色定位可以作为探究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外交与政策上行为合理性的工

具。其中影响因素的选择主要应从国家或超国家行为体的层面进行分析。首先,
政治文化对国家的政治外交、战略决策具有深远影响,是基础性、长期性的。能源

不仅是经济贸易资源,更是战略资源。有大量研究认为,能源是俄欧关系的重要保

障,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栚 双方各自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国家的身份定位、历
史叙事、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影响了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对经历了霍布斯文

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欧盟来说,欧洲的政治文化是在三种文化形态演进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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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光锐:《欧盟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角色与挑战》,载《南大亚太评论》,2018年第1期,第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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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芳:《法德联合领导下的欧盟战略自主———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载《法国研究》,2022年第1期,第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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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形成的,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自由主义、平等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念,这也与欧盟呼吁能源领域的自由化相呼应。对俄罗斯来说,除了因东正教信仰

而在宗教上与西欧国家不同,其自身对圣愚的崇拜也推动着整个国家对整体主义

的推崇,由此在文化方面与西欧国家形成了较大差异,进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异

于西欧国家的欧亚主义,将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视作地缘“森蚺暠。栙 双方在

开始互动之前,各自的政治文化已经影响着信任的建立,这不利于在能源领域的战

略互信的建立及合作的有效展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缺乏政治信任就不能进行

对话合作,而是强调了政治文化对国家角色定位的重要性。历史传统尽管对此起

到了基础性作用,但对于短期能源对话机制的影响仍有限。双方的角色互动仍然

会影响政治文化,进而影响双方的角色定位。因此,下文将不再赘述这一要素。
其次,能源战略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中期的决定性作用。对俄罗斯来说,

能源对话机制是其对欧政策的表现之一,主要受制于俄罗斯的对外整体战略构想

与能源外交战略的演变。并且,战略以及政策的制定与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紧

密相关。栚 对欧盟来说,能源对话机制主要受制于《欧盟宪法条约》与欧盟能源战

略绿皮书。根据规定,欧盟享有专属权能、共享权能、协调与补充权能,而能源属于

欧盟与成员国共享权能领域。栛

最后,能源集团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次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

两个层面。在经济层面,能源集团作为俄欧能源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经济活动和

利益直接关系到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运行和成果。在政治层面,能源集团尽管并

非政策制定者,但往往与各国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可以通过影响政府决策

和外交政策,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产生间接影响。例如,能源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政

府、提供政策建议等方式,推动政府在对话机制中采取更加积极和灵活的政策,以
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在能源集团中,天然气能源集团的作用更大,栜其中俄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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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愚,俄文“涴涒涏浾涖涗浻涏暠,原指基督教教义中的“为基督故而愚拙暠。在俄罗斯文化中,圣愚形象扮演着

重要角色,它既是文学、艺术和哲学作品中的常见元素,又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符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
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圣愚形象展现了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刻洞察,同时又呈现出天真和幼稚的一面。
艺术家们通过绘画、雕塑等形式,描绘了圣愚的形象,表达了对人性、信仰和生活意义的思考。在哲学领域,
俄罗斯圣愚形象代表了一种超越常规理性的智慧,体现了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世俗世界的颠覆。综上所

述,圣愚在俄罗斯文化中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代表了对超越常规认知的追求和探索。参见:[美]埃娃·汤

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俄]瓦列里·列昂

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于宝林、杨冰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145页。
初冬梅:《当代俄罗斯国家决策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ThaneGustafson,TheBridge:NaturalGasinaRedividedEurop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20,pp.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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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栙 其一,俄气有着巨大的海外利益,庞大的海外

资产和份额使其高度关注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其二,
天然气出口额在俄罗斯出口贸易额中位居前列,俄气作为全球最大天然气公司,在
俄政策制定中具有巨大影响。栚 其三,俄气在俄政府中有着强有力的靠山。与俄

罗斯相比,欧盟情况更为复杂。第一,欧盟各成员国在能源消费的结构和特征等问

题上存在巨大差异。第二,欧盟一直在推动制定共同能源政策、形成高效使用能源

的“行动计划暠、建立新的欧洲级的能源管理机构,但各国对此难以达成有效共识。
从上述两个原因可知,影响欧盟对俄能源对话机制的企业主要是各成员国的能源

巨头,如德国的天然气巨头尤尼珀(Uniper)、德国电力集团意昂(E.ON),法国的

天然气公司(GazDeFrance)与昂吉集团(Engie),等等。就俄欧天然气贸易而言,
天然气管道较高的基础设施成本和资产专用性,使得垄断势力控制着从生产到终

端消费的整个供应链环节。栛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欧天然气定价更多的是双方垄

断结构下大型能源企业的谈判结果。
角色期待强调国际体系对于行动者角色的认知以及对其外交行为的期待,主

要由角色互动而形成,因此影响因素主要应该从体系层次进行分析。首先,俄罗斯

与欧盟各成员国长期的历史实践互动并未使双方形成战略互信。从历史上看,俄
罗斯大致经历了基辅罗斯、钦察汗国、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

罗斯六个发展阶段。栜 俄罗斯社会除了在蒙古统治阶段和苏联前中期,其余阶段

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欧洲化暠进程。可以说,“欧洲化暠始终贯穿于俄罗斯社会的

发展,“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暠栞。历史记忆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俄罗

斯对欧洲的角色期待。尽管俄罗斯内部有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

的争执,但俄罗斯总体上还是希望融入西方并与西方发展伙伴关系的,这在沙皇帝

国时期的彼得大帝改革、苏联后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

的“欧洲化暠思潮中都有所体现。尽管当前俄罗斯对欧盟的外交政策与能源战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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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欧亚新秩序(第二卷):俄罗斯转型:对外政策与中俄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108页。
参见 TrendEconomy,https://trendeconomy.ru/data/h2/Russia/TOTAL,2023 05 06,访问日

期:2023 10 09;“TheTopNaturalGasCompaniesintheWorld暠,Investopedia,2023 07 18,https://

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markets/030116/worlds灢top灢10灢natural灢gas灢companies灢xom灢ogzpy.asp,访问

日期:2023 10 09。
徐斌:《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78 95页,

这里第81页。
季志业、冯玉军:《一波三折俄罗斯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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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调整,但其仍无法彻底摆脱长期西向的历史惯性。与俄罗斯不同,西方并未把

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一方面,从文明史的角度考察,“西方文明八个特征

表现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

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文明发展历程无缘暠栙。由于在20世纪前,西欧国家对

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大得多,因而西欧人在俄罗斯人面前有天生

的优越感,就连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欧洲化暠改革在西欧人眼中也是一

个“丑陋的怪胎暠栚。另一方面,西欧人在轻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对俄罗斯势力增

强怀有强烈不安,复杂的情感导致了其对俄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欧在某些特定时

刻想把俄罗斯作为追随者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时期则是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

至敌对力量。西欧国家一贯认为,“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

它便满怀悲愤,暂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上半叶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

后是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暠栛。这在冷战时

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对苏联的恐惧使西欧人意识到“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

能靠美国的长期政策对其予以有效反击暠栜。即使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下

滑的今天,西方仍没有放松警惕。在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构建过程中,为保障自身

安全,欧盟加快了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出于同样目的,俄罗斯也不断努力实现能

源出口多元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双方都缺乏安全感以及将对方视作可靠合作

伙伴的信任感,由此产生了能源安全困境。由此可见,双方的历史传统互动没有形

成良好的正面效应,使得双方能源合作受限。由历史传统引发的角色期待是长期

实践的结果,因而下文也不再过多赘述这一因素。
其次,国际危机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关键性作用。本文所指的国际危机

不是宽泛的历史学、经济学或军事学概念,主要是指与全球治理及国际秩序密切相

关的重大危机,是国际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国际政治社会学概

念。栞 严重的大危机可以影响大国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影响国际局势

走向。21世纪以来的国际危机主要有2001年“9·11暠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与俄格战争、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2022年的俄乌冲突。其中,乌克兰危机与

俄乌冲突属于地缘政治危机,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中期影响。俄罗斯、欧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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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过境国乌克兰之间的能源关系构成了生产、消费与过境的三方博弈。俄欧

能源主要围绕天然气贸易,而天然气因为能源供求关系和过境国的特殊性又被赋

予了战略意义。因此,在分析俄欧能源关系时,天然气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地缘政治

属性需要被同时考虑在内,本文将乌克兰危机与俄乌冲突看成重要影响因素,且对

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具有冲击效应。
最后,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可能在未来重新塑造俄欧能源

关系。其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页岩气革命暠
可能改变欧洲天然气的供给结构,使液化天然气成为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重要替

代。自2019年起,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量呈现波动下滑趋势,俄乌冲突爆发后,

2022年1—11月期间,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进口)占欧盟天然

气进口量 的 不 到 四 分 之 一,来 自 美 国、卡 塔 尔 和 尼 日 利 亚 的 液 化 天 然 气 占

25灡7%。栙 其二,“页岩气革命暠还改变了美国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话语权。自

2011年起,美国便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这削弱了俄罗斯在国

际天然气市场上的定价权。栚

在本文提出的六项影响因素中,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由于其基础性作用,在
迄今的研究中提及较多,并且常被众多学者用作解读俄欧关系的核心因素,栛本

文承认这两个因素的长期性作用。但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反映的是双方中、短期

的能源合作关系,因此它的具体发展历程主要还是受到能源战略、能源集团、国
际危机与能源革命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重

要性不同,甚至不会同时发挥作用或者保持不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能源战略与

国际危机这两个因素。

三、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与欧盟便围绕能源问题开展接触。依据双方

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表态以及国际秩序的演变,以双方共同签署的法律文件与

国际重大事件为节点,可将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主要分为萌芽、成长与停滞三个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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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萌芽时期

冷战结束后,1991年俄罗斯联邦独立以及1993年欧盟成立都标志着欧洲地

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俄欧能源关系也由此重新调整,这为俄欧能源对话

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1994—2000年是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形成的萌芽

时期。该时期的双方能源合作处于初步提升阶段。结合北约发布的《俄罗斯在欧

洲能源市场上的影响》报告,如表2与表3所示,1992—1995年,俄罗斯对欧洲的天

然气出口量逐年递增,对西欧的天然气出口量多于东欧多且增幅较大。与此同时,
俄罗斯对部分原苏联国家天然气出口量呈下降趋势,对乌克兰出口量的比重下滑

明显。

表2暋1992—1995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量

年份

地区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西欧 60.72 62.00 67.10 71.40

东欧 33.94 33.90 33.73 40.30

中东(以土耳其为主) 4.44 5.00 4.97 5.70

总计 99.10 100.90 105.80 117.40

暋暋暋暋注:单位为10亿立方米。
来源:AlexanderA.Arbatov,“TheRoleofRussiaontheEuropeanEnergy Market暠,NATO,

1997,https://www.nato.int/docu/colloq/1997/97 3 3.htm,访问日期:2023 10 09。

表3暋1992年与1995年俄罗斯对部分原苏联国家天然气出口量

国家 1992年 1995年

乌克兰 77.6 52.8

白俄罗斯 17.7 12.9

摩尔多瓦 3.4 3.0

哈萨克斯坦 1.7 0.0

爱沙尼亚 0.9 0.7

立陶宛 1.6 1.2

拉脱维亚 3.2 2.5

总计 106.1 73.1

暋暋暋暋注:单位为10亿立方米。
来源:AlexanderA.Arbatov,“TheRoleofRussiaontheEuropeanEnergy Market暠,NATO,

1997,https://www.nato.int/docu/colloq/1997/97 3 3.htm,访问日期:2023 10 09。

就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后,在“历史终结论暠的鼓噪中,俄罗斯通过快速推行

完全西化式改革,对外政策上倒向西方。亲西方主义者致力于形成一种不同于斯

拉夫派和欧亚主义的独特战略。他们强调,俄罗斯是绝对的欧洲国家,必须选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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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界及其体制。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德米特里·特列宁(洢涋涄涗涒涄涆洿涒浿涍涄涍)指
出,俄罗斯正处于后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甚至前现代社会边界之间,唯一理性的

选择应该是强调俄罗斯的欧洲特征,使其深入地融入欧洲。栙 亲西方思想在俄罗

斯独立初期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前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洟涏涒涄涖
洴涄涇涏涊浹浿浻涄涢洣涊涱涜涄涍)、前外交部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洝涍浾涒浿涆
洠涊浹浾涄涋涄涒涏浻涄涢洭涏涃涰涒浿浻)、前总理叶戈尔·季穆洛维奇·盖达尔(洣浽涏涒洿涄涋涘涒涏浻涄涢
洡浹涆浾浹涒)及前国务秘书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洡浿涍涍浹浾涄涆浛浾涘浹涒浾涏浻涄涢
洟涘涒浺涘涊涄涖)等都是这一思想的重要支持者。栚 与此同时,寡头政治是20世纪90年

代俄罗斯政坛最具显著的特征之一,作为“俄罗斯七寡头暠之中的能源寡头,米哈伊

尔·鲍里索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洰涄涚浹涄涊洟涏涒涄涖涏浻涄涢浄涏浾涏涒涇涏浻涖涇涄涆)有着明显的

亲西方特征,例如,其在2001年建立了开放俄罗斯基金会,旨在促进俄罗斯同西方

世界的联系。栛

就欧盟而言,两极格局瓦解为欧盟东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随着苏联威

胁的消失,欧盟面临的防务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防范苏联转变为保持内部稳

定。在对俄政策上,欧盟主要以“防范+接触暠为主。从对俄罗斯发展前景无从把

握而又力图对其转轨施加影响的立场出发,欧盟一方面支持美国以北约东扩为手

段,将前华约成员国纳入北大西洋防御体系以威慑俄罗斯;另一方面以积极发展经

济贸易关系为手段,推行西方价值观和制度,试图影响俄罗斯改革方向。栜 比如,

1999年6月,欧盟科隆首脑会议通过了“对俄罗斯共同战略暠,明确提到“未来的俄

罗斯将成为整个欧洲大陆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欧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暠。栞 这

一战略表明,欧盟愿意帮助俄罗斯融入欧洲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区域。在能源政策

上,20世纪90年代,为确保能源稳定供应,欧洲国家积极投资高回报的能源项目,
并倡议签署全欧能源政策基本文件———《欧洲能源宪章》,俄罗斯也完成了《欧洲能

源宪章》的签署工作。在欧盟看来,与俄在能源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减少对石油

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政治上不稳定的波斯湾国家石油进口依赖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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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俄罗斯联邦战略构想来看,俄罗斯对欧盟赋予了角色期待,视欧盟

为逐渐形成的合作伙伴,并试图将俄罗斯经济充分融入欧盟市场和经济体系。栙

这一路线也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回应,欧盟也将俄罗斯视为合作伙伴。在经济合作

上,能源领域的相互依赖推动了1994年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1997年生效),并签订了能源出口协议,其中的第七部分第61条、第65条、第66
条明确了双方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的主要形式和方向。栚 从2000年俄罗斯联邦战

略构想来看,俄罗斯对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扩张反应也不激进,甚至将欧盟视为

“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之一暠,并努力与之发展稳固、持久、不受外部波动影

响的合作关系。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0年10月底至11月初的巴黎峰会赞同

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Prodi)提出的倡议,即“同俄罗斯就

大量增加对欧盟能源供应,以换取欧盟对俄罗斯的投资和技术合作而开展对

话暠。栜 这一倡议得到了双方的积极回应,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能源战略伙伴关

系协议》,确定了双方在能源领域合作的总体规划和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提高

能源合作的可靠性。
将表2与表3结合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经

济产生了冲击,但由于俄自身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以及统一天然气供应系统,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在俄罗斯诸多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栞因此在面对国内投资危机时,俄
罗斯在降低对部分原苏联国家的天然气供应的同时,加强了对西欧的天然气供应,
借此缓解国内压力。由于俄罗斯这一举措符合欧盟的天然气需求,因此这一时期

俄欧双方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相适。即便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俄欧能源合作

总体上受到的冲击仍较小。1999年,欧洲理事会通过《欧盟对俄罗斯共同战略》,
旨在加强欧盟与俄罗斯在新世纪初的战略伙伴关系。栟 因此,基于1999年整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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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俄欧关系,以1994年《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与2000年《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

议》的签署为重要的标志,这一阶段俄欧的互动可看作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形成的开

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俄欧在角色定位中将彼此视为能源合作伙伴。在双方政

治文件中,明显可以看到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都是积极的,冷战结束、外交政策与

能源战略调整可以视为欧俄双方互动中的积极因素,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确立

以及双方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成长时期

从2001年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正式建立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欧能源

关系合作与冲突并存。在这一阶段前期,相关机制建设较快,并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而从2008年后,双方对话机制发展较慢,就整体趋势而言,由合作为主逐步滑

向冲突。按照特征来看,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2008年,双方合作顺利,对话机制稳步发展甚至较为成熟。

2000年10月俄欧巴黎峰会召开,双方同意优先在能源领域推进合作,将双方关系

提升为能源战略伙伴关系。栙 2001年11月,俄欧签署了《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

议》,俄欧经常性的能源对话正式形成,由此确定了双方能源合作总体规划。栚

2002年5月,在俄欧首脑峰会上,双方决定成立俄欧能源技术中心,在俄罗斯实施

节能试验计划并共同建立能源战略储备。双方在共同签署的《能源合作声明》中指

出,俄罗斯拥有优先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特殊权,栛这标志着俄欧能源对话的正式

启动。随着双方在能源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俄欧能源合作内涵被不断丰富。在

2008年6月曼西斯克峰会上,俄欧就减少政治因素对合作的影响达成共识,而欧

盟也获得了讨论俄欧关系新协定的授权,栜双方能源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总体来讲,从这一阶段双方的互动历程看,能源对话机制主要取得了四点成

效:一是俄罗斯对欧盟出口燃料能源总量稳定增加。二是能源对话有利于解决

2004年欧盟东扩后能源在东欧地区的自由转运问题。三是双方共同筹划新的基

础设施建设。早在2001—2002年,双方就确定能够“反映相互利益的项目方案暠达
成一致,其中包括建设北欧天然气管道、整合“友谊暠和“亚得里亚暠石油管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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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曼天然气产地以及开发利用亚马尔的综合方案等。栙 四是双方将进一步构建

在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存的体系。虽然俄欧能源对话机

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但是平静的俄欧关系下依旧暗流涌动。

2006年,俄欧赫尔辛基首脑峰会就新的俄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展开协商。然而,
波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否决了新协议,栚在使得俄欧谈判陷入停滞的同时,也
充分暴露了欧盟内部的不一致,这也为下一阶段的诸多问题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是2008—2014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俄格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的

影响,双方能源对话机制围绕预警防控机制展开。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双面效应,一
方面阻碍了俄欧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促成俄欧双方的能源合作。在这一阶

段,俄欧双方多次举行峰会,共同探讨金融危机、能源形势以及双方的能源安全等

问题。因此,金融危机对俄欧能源合作负面效应甚小。这一阶段推动欧盟对俄罗

斯角色期待发生转变的事件是俄格冲突与乌克兰危机。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

亚和白俄罗斯发生能源争夺,欧盟的能源供应受到巨大影响。俄罗斯动辄以“断
油暠和“断气暠为由对天然气进口国进行威胁,也使得欧盟对俄罗斯作为“能源安全

担保人暠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栛 2009年,欧盟批准了内部能源市场第三批一揽子

能源政策,主要针对欧盟天然气和电力市场进行改革,以避免大型能源生产企业控

制输送网络。栜 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不利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在欧洲从事天然气

的运输与销售,也极大地阻碍了俄能源业务在欧盟成员国的发展。在2009年11
月斯德哥尔摩峰会上,俄欧双方就能源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达成谅解,并决定建立早

期预警防控机制,从而确保能够尽早评估能源供应存在的潜在风险与问题,栞这也

是双方能源对话在金融危机和俄格冲突背景下迈出的艰难一步。
与俄格冲突相比,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更是使得俄欧关系急转直下,也给俄

欧能源对话机制蒙上了阴影。乌克兰危机令俄欧关系发生改变,俄欧双边政治关

系不断恶化,下降至冷战后的冰点,双方能源合作也因此受到巨大阻碍。如保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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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斯蒂芬·赫德兰、李承红:《危机中的俄罗斯:一个超级能源大国的终结》,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2期,
第40 64页,这里第53页。

岳小文:《俄罗斯与欧盟:能源对话十年》,载《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2期,第64—71页,这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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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Parliament,“EuropeanParliamentResolutionof12November2009onthePreparations
fortheEU灢RussiaSummitinStockholmon18November2009暠,2009 11 12,https://www.europarl.eu灢
ropa.eu/doceo/document/TA 7 2009 0064_EN.html,访问日期:2023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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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暂停“南溪暠天然气管道项目,八国集团首脑峰会被取消等。栙 在俄罗斯与欧盟

的能源合作对话机制进展受阻的同时,欧盟开始主动改变自身的能源战略和政策,
追求能源来源的多元化。

图2暋2010—2023年欧盟进口俄罗斯天然气走势图

暋暋暋暋来源:TradingEconomics,“EuropeanUnionNaturalGasImportsFromRussia暠,https://tradinge灢
conomics.com/european灢union/natural灢gas灢imports灢from灢russia,访问日期:2024 01 15。

就上述阶段的影响因素来说,国际金融危机与俄格冲突对俄欧双方角色期待

的影响较小。从2010年第25届俄欧峰会上欧盟发布的文件内容来看,欧盟仍然

将俄罗斯视为重要的现代化伙伴,认为双方应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以

及地区冲突带来的挑战,提升在经贸领域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栚 从2013年《俄
联邦对外战略构想》上看,俄罗斯希望深化与欧盟的经济贸易合作,主张与欧盟达

成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基本协议,基于平等和互惠原则,促进“现代化伙伴关系暠倡议

的有效实施,并将与欧盟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作为长期目标。栛 如图2所示,俄乌

危机前后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出现明显下滑。基于图2数据,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整体上进展顺利。乌克

兰危机爆发后,俄乌之间的政治分歧演化成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政治经济斗争,这
不仅使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风险骤增,栜也使俄罗斯作为“持久稳定能源供应国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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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ferl.org/a/bulgaria灢suspends灢work灢on灢south灢stream灢pipeline/25414739.html, 访 问 日 期:

2023 10 11;“G8Summit‘Won暞tbeHeldinRussia暞暠,BBCHews,2014 03 24,https://www.bbc.
com/news/uk灢politics灢26722668,访问日期:2023 10 11。

EuropeanCommission,“EUandRussiaLaunchNewPartnershipforModernization暠,IP/10/649,

Brussels,2010 06 0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0_649,访问日期:

2023 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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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角色的可信性受到质疑,极大影响了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发展。总体而言,俄
欧能源对话机制在成长时期的前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双方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

待均发生了变化,使得仅靠这一机制调整并扭转双方关系不利发展趋势的作用有

限。在能源对话机制演进的过程中,能源战略与国际危机这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

用。从能源战略看,欧盟进行了两次东扩:2004年,10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

2007年,两个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扩员后的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更为复杂。正

如前文举例所示,俄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因波兰反对而搁置。从国际危机看,俄格

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明显对双方的角色期待产生了负面效应。本文指出两个影响

因素,并不是指明谁占主导或二者互为因果关系,而是将它们看作并列要素,认为

它们共同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运行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停滞时期

从2014年至今,俄欧能源对话陷入停滞的困境,双方在能源合作上无法取得

实质性进展,双边关系以冲突为主。
乌克兰危机后,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俄罗斯不再是欧盟的战略伙

伴。栙 自此,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向东转暠,逐步失去了成为欧盟主要的经济、贸
易与外交重要伙伴的角色期待,将自身定位为欧洲秩序扩张下的受害者。栚 因此,
在能源贸易上,近年来俄罗斯加强了对中国、印度等国的能源出口。俄罗斯已计划

修建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暠能源管线,预计每年可向中国增加500亿立

方米的管道天然气供应,栛这将有助于俄罗斯实现其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和平衡化,
降低因对欧洲市场的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风险。在这一时期,欧盟也逐步对发展新

能源进行了探索。2015年,欧盟能源联盟成立,以降低欧盟国家在能源上对俄罗

斯的依赖。《巴黎协定》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后,欧盟希望利用新

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和“碳中和暠目标来推进其清洁能源战略,重构其能源生产和

消费结构。对此,欧盟委员会于 2020 年发布《欧洲氢能战略》(EU Hydrogen
Strategy)及《能源系统一体化战略》(EnergySystemsIntegrationStrategy),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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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 0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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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6,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russia灢finalising灢power灢siberia灢2灢gas灢pipeline灢route灢chi灢
na灢novak灢2023 09 06/,访问日期:2023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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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50年前实现三步走的渐进式发展,栙为欧洲未来30年清洁能源特别是氢能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

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了欧洲国际社会的严重危机,促使欧洲议会通过了一

项动议,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暠,栚导致俄欧关系降至冰点。这进一

步影响了俄欧能源关系,使得欧洲的能源系统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措施来应对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方面

的挑战。一类旨在减轻能源成本上升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负面影响,另一类旨在稳

定和降低能源价格并确保能源安全。具体表现为:2022年5月,欧盟正式公布转

型行动方案“欧盟能源重振计划暠(REPowerEU),要求加快可再生能源产能部署、
能源供应多样化和能效的提升。栛 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净零工业法案》
(Net灢ZeroIndustryAct),要求提高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帮助欧盟

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目标。栜

然而,在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方面,欧盟能源梦想的实现仍面临两大阻力。首

先,尽管俄乌冲突后,欧盟就减少对俄能源依赖上达成一定的共识,栞但欧盟内部

在应对举措上依旧缺乏一致性。欧盟内部成员国围绕能源问题的分歧集中在供应

转向和结构转型两方面。栟 在供应转向方面,各国在能源需求和转向能力上的差

异,不仅直接反映在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目标、范围和程度等方面的分歧上,而且

反映在财政投入上的相互制约中。例如,德国推出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能源补贴

计划,招致多数欧盟国家的强烈批评,它们认为德国无视了其他国家的财政能力和

有关政策对欧洲能源市场的冲击效应。在结构转型方面,一些国家重新启用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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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延长核电站运行时间,与欧盟的碳中和目标相悖,加剧了内部分歧。其次,欧洲

受到美国能源霸权的制约。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议题上重新夺回国际领导

权,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为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吸引了欧洲新能源

企业前往美国建厂。国际能源市场的“阵营式分化暠栙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能源转

型动力。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贸易并未完全中止,这为

未来俄罗斯与部分成员国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然而,俄乌冲突的局

势仍未明朗,俄乌关系未出现缓和迹象,由此加剧了俄欧关系的紧张。政治和解的

难度使得欧盟的能源转型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欧盟需要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和挑

战。总体而言,停滞时期反映的是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衰退,俄乌冲突后,西方国

家对俄经济制裁使自冷战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俄欧能源关系迅速崩塌。双方角色定

位中能源政策的调整受俄乌冲突的影响较大。

四、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特点

在角色理论视域下,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本质上是“制约和调节俄罗斯和欧盟双

向互动关系的制度性行为暠,同其他安全性质的国际机制发展脉络类似,俄欧能源

对话机制也在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的互动中,不断演化,有产生、成长、发展壮大、
停滞甚至再重构的时期。总体上看,这一机制的演进过程中主要具有以下三个

特点。
(一)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进展程度是俄欧关系的主要反映

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自产生以来,经历了萌芽、成长以及停滞三个时期,而俄欧

关系也大致呈现出以合作为主、合作与冲突并存以及以冲突为主的三种不同状态。
如表4所示,俄欧角色互动推动着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运行。

在第一个阶段,1994年《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1997年正式生效)的签署确立

了俄欧峰会这一定期制度性的长期磋商机制,这意味着欧盟将经济转轨的俄罗斯

视作伙伴,且在总体上认同俄罗斯所进行的抛弃原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转向,也意

味着俄罗斯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与欧盟的广泛合作。在伙伴关系作为基石的背景

下,2000年《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得以达成。总体来讲,这一阶段俄罗斯和欧

盟之间互动的结果同彼此的角色期待有着较高的一致性,双方经历了不断克服地

缘摩擦、摆脱历史桎梏、寻求双边合作的过程。俄罗斯希望欧盟成为重要能源合作

伙伴,欧盟希望俄罗斯成为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在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俄

欧能源对话机制正式建立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欧能源合作总体上取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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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暋冷战后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中的角色转换

阶段与特征 主要官方文件 角色定位与期待 影响事件

萌芽期

(1994—

2000年)
合作进展

顺利

1992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1994年《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1999年《欧盟对俄罗斯共同战略》;

2000年《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俄罗斯将自身视作国际社会中的

重要力量,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

一极(角色定位);希望欧盟成为重

要能源合作伙伴,成为自身国际地

位的认同者(角色期待)
欧盟将自身看作西方先进制度的

代表(角色定位);希望俄罗斯成为

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并将俄罗

斯视作西方价值观的扩张对象(角
色期待)

两 极 格 局

瓦解;
俄 罗 斯 对 外

政 策 向 西 方

调整;
两 次 车 臣

战争

成长期

(2001—

2014年)
合作与冲突

并存,对话

机制进程

放缓

2003年俄罗斯《2020年能源战略》;

2005年有关建立俄欧四个统一空

间“路线图暠的一揽子文件;

2008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2010年欧盟《2020年能源战略》;

2010年《现 代 化 伙 伴 关 系 联 合 声

明》;

2011年《2050欧盟能源路线图》;

2013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俄罗斯将自身看成国际事务中西

方的合作者,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的重要力量(角色定位);将欧盟视

作自身重要的经贸伙伴,希望与欧

盟共同重构欧洲秩序,推动欧洲共

同安全和稳定(角色期待)
欧盟将自身视为俄罗斯的合作伙

伴,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欧洲秩序中

的一员(角色定位);将俄罗斯看作

平等伙伴、现代化伙伴、稳定可靠

的能源供应国,希望俄罗斯融入自

由主义欧洲秩序(角色期待)

欧盟东扩;国

际金融危机;
俄格冲突;
乌克兰危机

停滞期

(2015—

2023年)
对话停止

2015年欧洲议会的“对俄决议暠;

2016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2020年俄罗斯《2035年能源战略》;

2022年欧洲议会的“对俄决议暠;

2022年《欧盟外部能源战略》;

2023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俄罗斯将自身视为自由主义欧洲秩

序扩张下的受害者(角色定位);希
望欧盟可以参与建构安全不可分割

的欧洲秩序(角色期待)
欧盟将自身视为欧洲安全的“捍卫

者暠(角色定位);希望俄罗斯可以融

入西方主导的欧洲秩序(角色期待)

俄乌冲突;欧

盟内部分歧;
俄 罗 斯 对 外

政 策 “向 东

转暠;
美国“页岩气

革命暠

暋暋来源:作者自制。

大进展。双方达成的主要成果有两项:其一,2002年5月,俄欧峰会正式成立“欧
盟 俄罗斯一体化委员会暠;其二,俄欧双方通过了关于建立俄欧四个统一空间“路
线图暠的一揽子文件,即统一经济空间,统一自由、安全和司法空间,统一外部安全

空间,统一科教文化空间。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双方发表《现代化伙

伴关系联合声明》,实质上是对俄欧既有合作内容的深化。现代化伙伴关系更为强

调俄欧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和公民客观诉求,聚焦俄欧在统一经济体方面的合作。
相较于前一个阶段,该阶段俄欧之间的关系过度依赖于能源贸易,在经贸等其他领

域合作有限,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俄欧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并且,这一时期俄罗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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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因合作理念和需求不同,双方关系受到大西洋关系、欧盟东扩、俄格冲突以及

乌克兰危机的挑战,双边的角色期待远达不到彼此预期,为后续的双边关系破裂从

而导致能源对话机制陷入停滞埋下隐患。在第三个阶段,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是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可以说,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双方在角色定位上

都朝着敌对的方向转变。在俄罗斯看来,自身是欧洲秩序不断扩张的受害者;栙在

欧盟看来,俄罗斯作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暠,同自身在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必
然不再是合作伙伴。

(二)政治文化差异下积极的角色期待难以达成

俄欧政治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双方信任的建构,不利于双方在能源领域建立

战略互信及合作的有效开展。文化上的不信任感决定了双方一开始达成的能源

对话机制就具有脆弱性,且随时面临对话停滞乃至破裂的风险,而双方在实践中

的互动则加深了对彼此的不信任。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和欧盟不断东扩,挤压着

俄罗斯的战略和生存空间,俄罗斯认为西方没有尊重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西方

国家所支持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暠也削弱了俄罗斯在中亚和独联体的政治影响。
而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至冰点,欧盟对

俄的一系列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造成了双方两败俱伤的局面。2019年,乌克

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加入北约和欧盟确立为乌克兰的外交目

标,栚这一行为激发了俄罗斯的本体安全危机,栛进一步激化了俄罗斯同西方国

家在欧洲秩序上的矛盾。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的差异使得双方互不信任,而这种

不信任在双方互动中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深,这对俄欧在能源领域的合

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俄欧角色定位的非对称性结构制约能源对话机制发展

俄罗斯和欧盟的角色定位具有非对称性特点,这种结构制约了双方能源对

话机制的有效运行。其一,俄罗斯是一个主权结构高度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决
策机制效率高,内部权力结构因为分歧而相互掣肘的可能性较小。欧盟则是一

个通过成员国主权有限让渡构成的一体化国际组织,是一个准国家,其内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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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洸涏涖涖涄涶浾浹涊浹涘涐涒浿涁浾浹涴涬涄涆涏涗涐涏涒浹浽涒浿涖涖涄涄》:涐涏涊涍涰涆涗浿涇涖涗浻涰涖涗涘涐涊浿涍涄涶洷涘涗涄涍浹涍浹涐浹涒浹浾浿洷涏浺浿浾涰浻
洰涏涖涇浻浿9 涋浹涶,https://sib.fm/news/2022/05/09/rossiya灢dala灢uprezhdayuschij灢otpor灢agressii灢polnyj灢tekst灢
vystupleniya灢putina灢na灢parade灢pobedy灢v灢moskve灢9灢maya,访问日期:2023 10 09。

洠浿涒涚涏浻涍浹涶洸浹浾浹洠涍浿涖涊浹洩涃涋浿涍浿涍涄涶浻洭涏涍涖涗涄涗涘涜涄涴,洨浹涇涒浿涐涄浻洭涘涒涖浀涇涒浹涄涍涰涍浹浌涊浿涍涖涗浻涏浻洣洺涄
洴洝洿洶 (涙涏涗涏,浻涄浾浿涏),洭涄昮浻洠涊浹浾浹灢洴涏浻涄涍涄洭涄c灢浻浹涗浹洶浺涊浹涖涗i,2019 02 07,https://kievvlast.com.ua/

news/verhovnaya灢rada灢vnesla灢izmeneniya灢v灢konstitutsiyu灢zakrepiv灢kurs灢ukrainy灢na灢chlenstvo灢v灢es灢i灢nato灢foto灢
video,访问日期:2023 07 28。

毕洪业:《从危机到战争:俄罗斯本体安全与俄乌冲突》,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21 54
页,这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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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层级多、结构复杂,内部协调和达成一致的成本高,行动效率偏低。其二,角
色定位影响了双方的对外战略规划。欧盟对俄罗斯的合作安排和设想更为整体

和长远,欧盟希望欧俄能源对话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并为深化政治合作树立榜

样。欧俄能源对话也可以深化能源合作并逐渐外溢到经济、政治领域,最终实现

西欧和俄罗斯的一体化。但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
完全不同于西欧国家,也无意复制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路径,对于全方位的一体化

追求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经贸方面的合作,希望通过能

源外交恢复昔日大国地位,对于双方的合作俄罗斯也并没有提出较为长远的规

划。其三,从欧盟与其内部各成员国职责分配关系来看,欧盟主要负责其内部能

源市场的自由化及运作,修建连接所有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可再生能源,提
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各成员国则有权确定自己的能源平衡结构,
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和决定本国自然资源开发的程度。栙 由此可见,市场范式在欧

盟层面(主要指代表欧盟整体利益的欧盟委员会)有较大影响,而地缘政治考量

则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层面。
欧盟的能源安全问题以国家间协调为基础,欧盟成员国对此拥有否决权;而与

第三国的对话,包括有关能源安全问题的对话则主要由欧盟对外行动署领导,该机

构倾向于采取将能源与政治相结合的地缘政治范式。这主要是由于欧盟东扩后其

内部形势发生变化,围绕能源政策的制定主要形成了三方面影响因素:其一,以德

国为代表的、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部市场来保证能源安全的成员国不赞同大量限

制与俄罗斯的双边协议。比如,在俄乌冲突前,德国对外能源关系的重点是加强与

俄罗斯的能源对话与合作,栚德国表示,过大幅度地削减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将导

致经济衰退。栛 其二,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新入盟国家,在欧盟对外行

动署内主张欧盟应该以更一致和更强势的政策给俄罗斯施加压力,并积极追求能

源替代方案与新能源计划。其三,以法国为代表的、兼顾地缘政治和能源市场的成

员国主张与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采取一系列的务实对话与合作,缓冲短期内能源

安全的压力。总之,俄欧角色定位的非对称性的结构矛盾限制了能源对话机制提

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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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页,这里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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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这里第40页。

洣浻涒涏涇涏涋涄涖涖涄涶涃浹涶浻涄涊浹涏浺涏浺涖涘涁浾浿涍涄涄涖浹涍涇涜涄涆涍浹涄涋涐涏涒涗涒涏涖涖涄涆涖涇涏涆涍浿涙涗涄,洸洟洭.,5浹涐涒浿涊涶2022,

https://www.rbc.ru/economics/05/04/2022/624c3edf9a7947648069a0fb,访问日期:2023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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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暋语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双方间信任

崩盘,基础协议的谈判遥遥无期。未来,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恐将难以重启,能源关

系对话机制可能围绕俄罗斯与部分欧盟成员国间的磋商进行。
首先,俄乌冲突阻碍了俄欧互动形成的角色期待。双方都未能朝着各自期待

的方向转化,这使得本身就处于停滞时期的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更加难以重启。在

俄罗斯看来,乌克兰是底线。欧盟不断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空间,当被视为俄罗斯

文明和“俄罗斯世界暠起源的乌克兰将要彻底离去时,俄罗斯面临着本体论的安全

威胁。栙 在欧盟看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举动从根本上挑战了欧盟对欧洲整体、自
由与和平的愿景,表明了欧盟和俄罗斯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地缘政治视角,决定了

欧盟和俄罗斯关系的不可逆转。栚 这是双方对战略空间的安全认知差异所致。进

一步来说,俄欧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冷战后的欧洲秩序,并且双方在处置冷战遗

产时立场迥异。
其次,欧盟想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愿景与其现有能力不相匹配。比如,能

源危机背景下国际能源署向欧盟各国政府提出了10项可减少燃油需求的行动栛,
以及前文提到的“欧盟能源重振计划暠。然而,从现在到2027年,实现“欧盟能源重

振计划暠目标还需要额外投资2100亿欧元。栜 另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暠对欧洲的

能源市场具有一定的冲击。栞 考虑到欧盟各成员国页岩气储量不同、开采技术难

度的差异、环境保护的需要、资金投入的困境以及进口美国页岩气的运输成本等多

方面影响,就现阶段来说,俄罗斯能源供应国的身份短期内被替代的可能性不大,
但美国“页岩气革命暠引发的欧洲新能源革命仍值得未来进一步观察。

最后,俄罗斯可能推动“议题脱钩暠以重塑俄欧非敌非友的关系定位。栟 在能

源合作对话机制方面,俄罗斯将以“一对多暠的多元分化模式逐步替代“一对一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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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模式。相较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老欧洲暠国家,以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为

主的“新欧洲暠国家受历史包袱影响,排俄反俄的立场更为坚定,使得欧盟层面与俄

罗斯开展能源对话合作的可能性较小。但在国家层面,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

等国在与俄罗斯能源合作问题上保持审慎甚至积极态度,故俄罗斯可选择淡化俄

欧间的“敌我暠角色观念,适度支持欧盟的战略自主定位,努力推动“一对多暠的能源

对话平台建设。
本文尝试运用角色理论来分析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历程,力求揭示其中

的影响因素与演进规律。结合上述三点分析看,笔者认为,在欧洲秩序博弈的大背

景下,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在欧盟层面重新开展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欧盟国家

内部利益的不一致,俄罗斯更容易同部分欧盟成员国单独建立较为有效的合作机

制。本文对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至少两点参考价值:第一,进一步细化欧盟内成员国

对俄能源合作的态度,分析成员国的类型及其扮演的角色,有助于俄罗斯对多个成

员国集团进行能源合作的应用型研究;第二,从角色理论、国际规范、本体安全角度

出发,考察陷入停滞的安全机制如何转型等问题,进而丰富了国际机制论的相关研

究视角。
但受制于理论和关键变量选择,本文在未来研究中仍有进一步挖掘空间。

一是角色理论分析对于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如文章第一部

分所言,角色理论常用于分析国家间的关系与外交政策,但理论创建者以及后来

推动者都未能从理论中找寻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变量来说明国家间的互动变

化,只能分析出诸多因素以及不同时期哪些因素更为关键。二是本文引入了政

治文化概念,但是作为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结晶,欧盟内部存在着不容忽视

的差异性。将欧盟整体政治文化与俄罗斯政治文化差异进行对照,在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在价值观、文化传统方面的异质性,尽管本文在

研究假设中规避了这一问题,但仍需要指出欧盟内部文化传统有异质性,比如西

欧的法德两国与中欧的匈牙利等国就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文化也很难进行概念

操作化,测量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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