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碳”目标下东北亚能源

合作机制的机遇与挑战

李　冰

　　摘　要：东北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与能源生产消费的重要一环，其能源合作实

践与机制建设备受瞩目。近年来，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提升影响，东北亚各国纷纷

制定本国的“双碳”目标，以期通过碳达峰与碳中和，稳步实现能 源 转 型。中 日 韩 的“双

碳”目标承诺以及俄朝蒙加速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推动了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转型进程。

东北亚能源合作实践的转变，也推动其合作机制在小多边机制中的效用发挥、知识引导

型多层合作网络、多议题领域国际机制融合发展三个维度出现新变化。因此，应围绕政

策沟通、多元参与、平台构建、关键矿产等四个领域，积极推进中国在治理参与和机制变

革中的参与度，为东北亚能源合作机制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东北亚　能源合作　国际机制　能源转型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俊东

ＤＯＩ：１０．１９４９８／ｊ．ｃｎｋｉ．ｄｂｙｘｋ．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２

　　东北亚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全球能源与低碳发展

的重要环节。基 于 现 价 美 元 计 算，２０２０年 东 北 亚 地 区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约

２３．２９万亿美元，约占全球ＧＤＰ总量的２７．５％。① 按照这一数据排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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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前１１大经济体，东北亚区域国家占据４席。东北亚地区是全球能源贸

易的重要舞台，聚 集 了 全 球 最 重 要 的 能 源 生 产 与 消 费 国，中 俄 日 韩 分 别

占据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第一、四、五、十名。根据《２０２１年ＢＰ世界能

源统 计 年 鉴》，２０２０年 东 北 亚 地 区 一 次 能 源 消 费２０８．３４艾 焦 尔（Ｅｘ－

ａｊｏｕｌｅｓ，Ｅ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１３３．３亿吨，约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

的３７．４％，全球碳排放总量的４１．６４％。①

能源经贸活动的密集开展，吸引大批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东北亚区

域的能源合作机制建设上。中国油气进口的持续攀升，引发国际问题学者

对研究涵盖供应、运输、价格在内的能源安全议题热度高涨，能源合作机制

建设进入东北亚研究范畴。② 学界对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机制建设的讨

论，逐步从安全议 题 向 多 边 外 交 开 始 转 型，大 量 涉 及 机 制 建 设 的 研 究 进

入这一领域③，国 际 法 学 者 也 参 与 到 这 一 问 题 的 讨 论 中。④ 自 此，对 东 北

亚能源合作机制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多领域学者开始为

东北亚能源合作 机 制 的 完 善 不 断 贡 献 知 识 力 量，例 如，强 化 基 础 设 施 合

作，拓 展 能 源 金 融 合 作⑤，以 及 充 分 利 用“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制 度 支 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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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数据统计中将蒙古国、朝鲜 的 数 据，纳 入 亚 太 其 它 地 区，并 未 做 单 独 说 明。亚 太 其 它

地区２０２０年所有国家一次能源消费共计３．２５艾焦尔（ＥＪ），碳排放总量２０５．２百万吨，均
不及全球总量１％，不会对东北亚地区总量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未纳入统计，只对中国、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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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洁能源转型在东北亚地区的不断推进，部分学者也开始增进对东

北亚清洁能源合 作 的 关 注。① 对 于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机 制 的 未 来 进 展，仍

有部分学者并不乐观，认为东北亚难以真正产生有效的能源合作机制。②

本文试图在前述研究 的 基 础 上，对 传 统 能 源 视 角 下 的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机制进行系统梳理，并 结 合 当 前 东 北 亚 区 域 各 国 政 府 碳 达 峰 与 碳 中 和

目标宣誓的最新进展，对“双 碳”目 标 下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机 制 的 机 遇 和

挑战进行深入讨论分析。

　　一、传统能源视角下的东北亚能源合作机制

　　对能源合作的双边实践与多边机制建设的探索，推动了当前东北亚

能源机制复合体的 形 成，东 北 亚 传 统 能 源 合 作 机 制 逐 步 呈 现 出“双 边 实

践、区域失灵、多边清谈”的特征。

首先，双边机制主导实践。东北亚区域内能源合作多以双边形式 展

开。能源合 作 实 践 得 到 了 双 边 机 制 的 有 效 支 撑，作 为 主 要 油 气 出 口

国，俄 罗 斯 分 别 通 过 俄 韩 能 源 与 自 然 资 源 合 作 委 员 会 ③、俄 日“２＋２”

合 作 机 制 ④建 立 起 政 府 主 导 的 长 效 双 边 制 度 化 沟 通 渠 道，中 俄 双 边 能

源 合 作 更 是 逐 步 建 立 起 了 包 括 中 俄 副 总 理 级 能 源 谈 判 机 制、中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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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能 源 合 作 委 员 会、中 俄 能 源 商 务 论 坛 等 一 系 列 政 府 引 领 的 双 边 合

作 机 制。①

其次，区域内小多边机制发展迟滞。能源生产消费的互补性与双边

贸易中能源的高占比，致使区域内各国在推进东北亚合作机制构建进程

中将能源议 题 列 为 优 先 选 项，并 成 功 创 设 出 一 系 列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机

制。② 中日韩在小多边机制的加入上，保持了战略克制，朝鲜也只加入了

东北亚能源合作政府间协作机制（英文缩写ＩＣＭ－ＥＣＮＥＡ）。此外，俄罗

斯作为核心 油 气 出 口 国，在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态 度 上 也 保 持 摇 摆。一 方

面，通过资金援助，支持自身主导的小多边机制，如：２０１１年向联合国亚

太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提供２４０万美元财政捐助，支持东北亚能源合作

政府间协作机制，以发展能源资源开发合作。③ 另一方面，消极阻挠“东

北亚天然气与管 道 论 坛”的 发 展，企 图 削 弱 其 地 区 影 响 力。承 载 各 方 良

好夙愿的小多边 机 制，既 未 得 到 区 域 内 国 家 的 集 体 响 应，还 受 到 制 度 主

导国家的干扰，在议程制度化推进中步履维艰、发展迟滞，政策协调与协

商的效用受限。

最后，多边机制 有 限 合 作。东 亚 地 区 能 源 合 作 机 制 迅 速 发 展。东

北亚地区国家难以在 小 多 边 机 制 中 达 成 有 效 合 作，域 内 国 家 则 试 图 在

更大的多边舞台寻求区域 能 源 议 题 的 合 作 契 机。亚 太 经 合 组 织、东 盟

“１０＋３”、东亚峰会开始 成 为 东 北 亚 国 家 进 行 能 源 议 题 协 商 的 新 场 所。

中国先后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全球能源互联网发 展 合 作 组 织 以 及“一

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也为东北亚能源议题的协 调 提 供 了 更 多 元 的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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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此外，东北亚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际 能 源 署、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署、国际能源论坛、能源宪章等多边合作。在东 北 亚 能 源 议 题 协 商 过

程中，成员身份多元化与机制碎片化相叠加，未能 有 效 推 进 区 域 内 能 源

信息透明化、战略储备沟通机制化以及能源价格 波 动 管 控 等 议 题，多 边

机制合作有限。

表１　东北亚能源合作机制一览表

类型 国际制度
次级能源

合作机制

机制成

立时间

域内

成员国

域内观

察员国
主要目标

双

边

机

制

中俄政府间

能 源 合 作

机制

中 俄 副 总 理 级 能

源谈 判 机 制、中 俄

政 府 间 能 源 合 作

委员 会、中 俄 能 源

商务论坛。

１９９６年 中国、俄罗斯。 能源经贸合作。

俄韩政府间

合作机制

俄 韩 能 源 与 自 然

资源合作委员会
１９９２年 俄罗斯、韩国。 能源经贸合作。

俄日政府间

合作机制

俄 日“２＋２”合 作

机制
２０１３年 俄罗斯、日本。 能源经贸合作。

小

多

边

机

制

联合国亚太

经社理事会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政府间协作机制
２００５年

蒙 古 国、朝

鲜、韩 国、俄

罗斯。

中国、

日本。

化石 能 源 开 发、石

油储 备 评 估、信 息

透明 度、增 进 政 府

企业 对 话、推 动 能

源贸易投资。

大图们倡议 能源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

中 国、蒙 古

国、韩 国、俄

罗斯。

能 源 政 策 协 调 合

作、能 源 投 资 促

进、能 源 信 息

共享。

东北亚天然

气 与 管 道

论坛

１９９７年

中 国、日 本、

韩 国、俄 罗

斯、蒙古国。

天然 气 贸 易 协 调、

区 域 天 然 气 管 道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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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国际制度
次级能源

合作机制

机制成

立时间

域内

成员国

域内观

察员国
主要目标

多

边

机

制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能源 工 作 小 组、亚

太能 源 研 究 中 心、

能源部长级会议。
１９９０年

中 国、日 本、

韩国、俄罗斯。

化 石 能 源 应 急 储

备，信 息 共 享、能

效 增 强 与 清 洁 能

源技术推广。

东盟１０＋３

“东盟１０＋３”能 源

高 级 官 员 会 议 能

源政 策 治 理 小 组、

石 油 市 场 与 天 然

气论 坛、能 源 安 全

系统。

２００３年
中 国、日 本、

韩国。
石油 应 急 储 备，区

域能源合作。

东亚峰会

能源 部 长 级 会 议、

能源 合 作 工 作 组、

清洁能源论坛。
２００５年

中 国、日 本、

韩国、俄罗斯。

区域 能 源 合 作、能

效改 善，生 物 质 能

发展。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能源俱乐部 ２０１３年 中国、俄罗斯。蒙古 化石能源合作。

全球能源互

联网发展合

作组织

２０１６年

中 国、日 本、

韩 国、俄 罗

斯、蒙 古 国

（非 政 府 间 国

际组织）。

清 洁 能 源 技 术 推

广、区域能源互联。

“一带一路”

能 源 伙 伴

关系

能源 部 长 级 会 议、

“一 带 一 路”能 源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论坛。

２０１９年 中国、蒙古国。 推动能源互利合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这些机制为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政 策 协 调 空 间。制 度 叠

加催生出东北亚能源合作机制复合体，其内部制度互动与效用发挥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化石能源占据主导地位。在制度建设以

及议题聚焦环节 中，化 石 能 源 信 息 透 明 度、应 急 储 备 机 制 以 及 贸 易 规 则

机制等化石能源议题，是制度运行重要关切点。二是多为贸易引导型的

政府间合作。大部分的东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机 制 仍 聚 焦 在 化 石 能 源 贸 易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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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双边层面能源 合 作 机 制 的 建 设，多 是 由 国 家 石 油 公 司 的 双 边 贸 易 合

作，逐步拓展到政府间双边制度性合作，而大量小多边、多边机 制，其 主

要目标也是通过政府间多边场合的协调，推动双边化石能源贸易的安全

性与经济性的 提 升。三 是 易 受 到 域 外 能 源 生 产 消 费 国 影 响。欧 洲 仍 然

是俄罗斯油气出口最大的市场，２０２０年石油出口份额超过４８％，天然气

出口份额超过７２％。与此同时，在日韩的油气进口中，从俄罗 斯 进 口 所

占份额并不突出，以２０１９年石油进口为例，俄罗斯只占日本石油进口的

５％，占韩国石油进口的６％。①

互信安全结构缺 乏 与 域 外 大 国 深 度 介 入 两 方 面 因 素 促 进 了 东 北 亚

复杂能源地缘政 治 格 局 的 形 成。其 一，地 缘 政 治 环 境 复 杂，缺 乏 互 信 的

安全结构。② 政治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较大区别，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

的遗留，国家间政治信任的严重缺乏，塑造了其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安全

结构。其二，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内地缘冲突态势。

美国对朝鲜半岛问题深度介入，通过同日、韩的军事同盟，持续加大对华、

对俄的抗衡力度，为地区事务增添更多不稳定性。此外，美国页岩革命成

功也为区域能源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过去５年中，美国对东北亚国家

石油出口飙升，２０２１年达到６．６５亿桶，占美国石油总出口量的２１．１％。③

　　二、东北亚地区“双碳”进程提速

　　中日韩相继做出碳中和目标承诺，彰显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一是

中国做出表率，成为东北亚地区首个“双碳”目标承诺国。２０２０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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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 在 第 七 十 五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一 般 性 辨 论 上，宣 布 中 国 力 争 在

２０３０年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实现碳中和。中国政府承诺２０３０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 放 比２００５年 下 降６５％。２０２１年，中国政府相继

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以及《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贯穿碳达峰碳中和两个

阶段的顶层设计正式出台，为推动中国“双碳”目标实现明晰了路线图。

二是日本紧随其后，与西方盟友一致争取在２０５０年实现温室气体净

零排放。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其首次政府施政报告中，表明

了日本力争在２０５０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２０２１年４月，领 导 人 气 候 峰

会期间，菅义伟将日本的减排目标明晰为，２０３０年日本排放量将比２０１３

年水平减少４６％。① 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发布了后疫情时期的碳中和路线

草案图，表示将设立一个２万亿日元（１９２亿美元）的绿色基金，通过多种

激励措施，动 员 超 过２４０万 亿 日 元（２．３３万 亿 美 元）的 私 营 领 域 绿 色 投

资。２０２１年５月，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以

立法的形式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双碳”目标进行明确。

三是韩国积极行动，成为东北亚第三个“双碳”目标宣誓国家。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２８日，韩 国 前 任 总 统 文 在 寅 在 国 民 议 会 讲 话 时，宣 布 韩 国 于

２０５０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承诺投入８万亿韩元用于“绿色新政”，②韩

国政府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颁 布《韩 国２０５０碳 中 和 战 略：迈 向 绿 色 可 持 续 社

会》。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韩国国会通过了《碳中和与绿色增长法》，该 法

案要求政府到２０３０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２０１８年的水平上减少３５％，

在同年１０月第２６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韩国再次提升自己的２０３０

碳排放目标，承诺减排规模将达到２０１８年的４０％，韩国政府计划在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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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花费约１２万亿韩元（１０３亿美元）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①

俄朝蒙加速推进清洁能源转型。２０１９年俄罗斯加入了《巴黎协定》，

将自身２０３０年减排目标设置为１９９０年排放量的７０％～７５％。２０２１年

７月，俄罗斯政府立法要求企业对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报告，并开始推行

碳监管措施。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普京总统首次对外表示，俄罗斯将在２０６０年

之前实现碳中和，１１月俄总理米舒斯京批准《俄罗斯到２０５０年前实现温

室气体低排放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从政府层面明确了２０６０年的碳中

和承诺，计划将２０５０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２０１９年排放水平基准上减

少６０％，较１９９０年排放水平降低８０％。②

蒙古国已经 经 历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气 候 变 化 影 响，从１９４０年 到２０１５

年，年平 均 气 温 上 升 了２．２４°Ｃ，是 全 球 平 均 气 温 的３倍，且 年 降 水 量 减

少，季节性降雨模式变得不稳定，蒙古国为此在２０２０年调整了其国家自

主贡献目标，将其２０３０年的减排目标调整至降低２２．７％。③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与

《巴黎协定》的签署方，朝鲜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作出２０３０年二氧化碳减

排８％的承诺。尽管作为一个煤炭出口国，朝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仍保

持积极态度。朝鲜官方表示计划将２０３０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升至

１５．６３％。④ ２０２１年９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谈及了极端气候对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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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退化与粮食短缺的影响，表示应针对更高的气候变化危险采取紧急

行动。①

表２　东北亚区域能源与碳排放一览图

国家

一次能源

消费总量

（艾焦尔）

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

（百万吨）

碳中和

目标
２０３０减排目标 区域能源互联倡议

中国 １５２．３７　 １０６６７．８９　２０６０年

碳排放强度较

２００５年降低

６５％。
全球能源互联网（ＧＥＩ）。

日本 ２０．０３　 １０３０．７８　 ２０５０年
较 ２０１３ 年 降

低４６％。
亚洲 超 级 电 网（ＡＳＧ）、亚 洲 太

平洋电网（ＡＰＰＧ）。

韩国 １３．１０　 ５９７．６１　 ２０５０年
较 ２０１８ 年 降

低４０％。

戈壁 与 亚 洲 超 级 电 网（Ｇｏｂｉｔｅｃ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ｐｅｒ　Ｇｒｉｄ）、东 北 亚

超级电网（ＮＥＡ　Ｓｕｐｅｒ　Ｇｒｉｄ）。

俄罗斯 ３５．３９　 １５７７．１４　 ２０６０年
较１９９０年降低

７０％～７５％。

东北亚 电 力 系 统 连 接（ＮＥＡＲ－
ＥＳＴ）、东 北 亚 超 级 电 网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ｕｐｅｒ　Ｇｒｉｄ）。

蒙古国 ０．２８　 ８８．４４
较 ２０１０ 年 降

低２２．７％。
东北亚电力系统 互 联 互 通 战 略

（ＮＡＰＳＩ）。

朝鲜 ０．３５　 ２９．３１
降 低 １５．６３％
（３６００万吨）。

东北亚

地区
２２１．５２　 １３９９１．１６

说明：一次能源消费总 量，采 用 美 国 能 源 信 息 署（ＥＩＡ）２０１９年 数 据，按 照１千 兆 英 热 单 位

（ｑｕａｄｒｉｌｌｉｏｎ　Ｂｔｕ）对应１．０５５艾焦尔（ＥＪ）进 行 换 算。二 氧 化 碳 排 放 总 量 采 用 全 球 碳 项 目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数据集中２０２０年的国别数据，按照１吨 碳 对 应３．６６４吨 二 氧 化 碳

进行换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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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韩三国 的 碳 中 和 宣 示，以 及 俄 朝 蒙 清 洁 能 源 转 型 的 积 极 表 态，

意味着未来东北亚地区能源消费体系将发生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主 要 发 电 能 源 将 从 化 石 能 源 向 清 洁 能 源 转 型。根 据 国 际

可再生能源署分析预测，未来３０年，东北亚地区能源关联碳排放将下降

８０％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提升８倍以上，从当前的８７０吉瓦增加到

２０５０年的７６００吉瓦，其在总发电量中份 额 将 从２３％提 升 至９０％。① 二

是 电 力 及 其 支 撑 燃 料（氢 能 源）在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占 据 更 大 份 额。政 策

驱 动 与 技 术 突 破，将 推 动 清 洁 能 源 成 本 进 一 步 下 降，经 济 生 活 的 电 气

化 程 度 将 大 幅 提 升。三 是 脱 碳 困 难 的 工 业 部 门 也 将 寻 求 清 洁 能 源 转

向。为 追 求 能 源 效 率 的 提 升，开 始 增 进 可 再 生 燃 料 的 使 用，例 如 生 物

燃 料 以 及 绿 氢。这 三 个 结 构 性 变 化，将 推 动 东 北 亚 地 区 能 源 格 局 转

型，多 国 领 导 人 已 开 始 推 进，将 原 有 化 石 能 源 区 域 合 作 进 一 步 扩 大 至

电 力 领 域。

　　三、“双碳”目标下东北亚能源合作机制新变化

　　低碳工作在前 期 的 逐 步 开 展，加 之 当 前“双 碳”目 标 的 明 确 引 领，为

东北亚能源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推动了东北亚能源合作

机制出现新变化。

东北亚各国实施 的“双 碳”目 标 为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机 制 建 设 带 来 的

新机遇。首先，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迭代为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注入新

动能。一是持续下降的清洁能源技术成本吸引各国关注。２０１０年以来，

全球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８５％，风力发电成本降低了近一半，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太阳能与风能在全球发电市场中的增长率高达１５％。二是东北

亚区域内国家技术进展差异为国际技术转移提供潜力。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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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日韩三国清洁能源专利申请占据全球的４３％，俄蒙朝与其存在较

大差距。① 三是 日 益 成 熟 的 跨 国 电 网 技 术 为 区 域 能 源 互 联 提 供 技 术 支

撑。目前全球已建 成 北 欧 电 力 市 场、西 非 电 力 池、中 美 洲 电 气 互 联 系 统

等多个区域电力互联网络，区域电力合作都有着较为成熟的方案支撑。

其次，清洁能 源 资 源 分 布 状 况 为 东 北 亚 区 域 能 源 合 作 提 供 了 新 机

遇。② 东北亚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当前该地区水电、风能

以及太阳能潜力预计将分别达到５４．５吉瓦、４３０吉 瓦 和５１０吉 瓦。③ 尽

管总体资源丰富，但 东 北 亚 地 区 能 源 资 源 的 差 异 性 与 互 补 性，为 区 域 内

国际合作提 供 了 更 多 可 能。一 方 面，日 本 与 韩 国 清 洁 能 源 发 展 存 在 瓶

颈，人口密度、土地成本以及复杂地形，使得其能源转型的大规模推进比

在蒙古国、俄罗斯 更 加 困 难。另 一 方 面，俄 罗 斯 远 东 地 区 丰 富 的 水 电 资

源，为水风光互补系统建设提供解决方案。俄罗斯拥有全球第二大水电

资源，水电潜力达到每年１．６７万亿千瓦时，但当前只有可开发量的１０％

被利用，叶尼塞河、安加拉河以及远东其他河流的丰富水电资源，可与俄

罗斯、蒙古国的风 能 光 伏 设 备 相 整 合，通 过 水 力 资 源 平 衡 风 光 资 源 的 波

动性，提升区域电网的稳定性。④ 此外，能源跨境互联在技术层面增强了

电网稳定性。通过紧急情况下额外储备的提供，区域跨境电网将可变发

电引导到大型负荷中心，既可以利用广域地理多样性来帮助解决可再生

能源发电的波动性问题，还可以通过缓解输电拥堵来减少对负荷中心高

成本发电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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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清洁能源的技术属性助推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渠道多样化。①

化 石 燃 料 的 传 统 国 际 合 作，通 常 呈 现 为 以 国 家 行 为 体 为 主 导，以 国 际

石 油 公 司 为 依 托，以 多 边 和 双 边 贸 易 机 制 为 平 台 的 形 式。清 洁 能 源

跨 国 交 流 中，技 术 合 作 占 据 了 更 大 的 份 额。因 此，在 清 洁 能 源 多 边 机

制 的 建 设 过 程 中，产 业 界、科 学 界 以 及 政 策 界 参 与 程 度 更 高，有 别 于

跨 国 能 源 公 司 牵 头 的 传 统 化 石 能 源 合 作，清 洁 能 源 合 作 多 边 机 制 构

建，更 多 是 自 下 而 上 的、多 利 益 攸 关 方 协 同 参 与，非 国 家 行 为 体 在 其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最后，东北亚域内各国政府对清洁能源合作的关注度持续提升。韩

国前总统文在寅在２０１７年东方经济论坛上，鼓励区域电力互联，且其国

家电力公 司 也 一 直 将 东 北 亚 电 力 互 联 作 为 其 研 究 常 设 单 位。蒙 古 国

２０１４年将电网更新互联纳入其“草原之路”倡议，并与亚投行启动了“东

北亚电力系统互联”战略研究，２０１８年，蒙古国总统哈勒特马·巴特图勒

嘎宣布通过建立一个区 域 组 织 来 推 动 东 北 亚 区 域 能 源 互 联。这 种 亚 洲

超级电网的概念也得到了普京的认同，无论是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亦或东

方经济论坛，俄罗斯都将东北亚区域能源互联作为其未来远东政策的重

点，以推动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

东北亚各国在“双碳”目标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新风险，涉及关

键矿产资源、关 键 基 础 设 施 以 及 碳 汇 发 展 中 的 利 益 冲 突 三 个 维 度。第

一，关键矿产资源 战 略 意 义 愈 发 突 出。碳 中 和 目 标 的 实 现，意 味 着 化 石

能源将失去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代表资源风险被

剔除在能源安全之外，以锂、镍、钴、稀土等为代表的关键矿产资 源 的 战

略地位日益提升。能 源 转 型 进 程 中，风 电 机 组、光 伏 模 块 以 及 电 动 汽 车

的大量应用，需要稳定的关键矿产资源供应做支撑，当前美国、欧盟以及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关键矿产资源目录，并逐步开展供应链安全

的维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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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键 基 础 设 施 遭 受 侵 害 的 风 险 日 趋 扩 大。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后，数字技术不断被应用到能源基础设施之中，能源设施的数字互联，扩

大了关键基础设施被袭击的影响。相关研究显示，只需对１０％的重要节

点进行攻击，即可使欧洲电网系统损失九成以上的完整性。① ２０１５年 乌

克兰电网遭遇攻击，以及２０２１年美国科洛尼尔成品油管道系统被袭击，

都是由黑客组织 对 关 键 基 础 设 施 进 行 的 网 络 攻 击 所 造 成 的。② 此 外，关

键基础设施也成为当前恐怖主义势力进行袭击的重要目标，引起了各国

安全部门的高度重视，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球已有６３个国家对外发布了涉

及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战略。③

第三，东北亚区域 性 跨 国 碳 汇 合 作 与 国 家 发 展 利 益 之 间 不 易 协 调。

东北亚“双碳”目 标 的 实 现，不 仅 需 要 清 洁 能 源 技 术 实 践 的 快 速 部 署，也

需要跨国碳汇合作在区 域 内 的 广 泛 开 展。只 有 东 北 亚 区 域 内 各 国 采 取

协调的碳汇市场，才有机会推进区域内低碳产业的公平有效合作。但鉴

于域内各国原始资源禀赋、技术产业规模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

别，任何一个标准过高或过低的碳汇合作机制、碳边境调节机制，都会对

域内主权国家的气候正义与发展权益造成损害。

“双碳”目标带来能源合作层面的变化，也引发了能源合作机制的动

态变迁。

一是排他性互 补 网 络 将 助 推 小 多 边 机 制 的 效 用 发 挥。东 北 亚 域 内

各国“双碳”目标的达成，这意味着需大力转变传统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费

结构，具备经济性与稳定性的区域跨国输配电将会是这一目标实现的有

力支撑。远距离电 力 生 产 商 与 消 费 商，从 成 本 角 度 分 析，难 以 同 相 邻 国

家相抗衡，这反映 了 区 域 跨 国 电 力 网 络 的 一 个 重 要 属 性，即 域 内 成 员 的

排他性。封闭性的区域电力网络，避免了化石能源维度下外部供应与消

费的干扰，在加深 域 内 生 产 消 费 国 相 互 依 赖 的 同 时，也 增 强 了 彼 此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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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衡能力。这有利于域内国家间政治疑虑的降低，从而为小多边机制

推动提供更好的合作氛围。

二是新能源技 术 或 促 进 知 识 引 导 型 多 层 合 作 网 络 生 成。能 源 合 作

逐步从贸易引导型政府间合作向知识引导型多层合作转变。首先，技术

议题更容易进入多边议程。清洁能源技术层面的合作，降低了各方在供

应安全、价格波动 层 面 的 担 忧，低 安 全 风 险 的 技 术 合 作 议 题 更 容 易 被 纳

入进多边议程的讨论环节。其次，技术型官员主导。清洁能源在基础设

施建设、技术交流以及标准制定等层面的合作，需要大量专业知识，这往

往是职业外交官 员 所 不 具 备 的，专 业 部 门 的 技 术 型 官 员 与 专 家，更 多 参

与到跨国清洁能源合作的咨询与决策。最后，知识技术合作引发了自下

而上的多层 合 作。知 识 技 术 交 流 层 面 更 加 多 元，更 多 注 重 跨 国 行 业 协

会，进行非政府层 面 的 知 识 沟 通 交 流，这 会 促 推 包 括 次 国 家 行 为 体 在 内

的，多层级、自下而上的合作网络生成。

三是低碳能源 转 型 将 推 动 多 议 题 领 域 国 际 机 制 融 合 发 展。议 题 联

系是当前制度互动与全球治理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① 传

统化石能源的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往 往 集 中 在 能 源 类 治 理 机 制 与 平 台 中，

气候变化议题升 温 与 全 球 化 深 度 演 进，推 动 能 源 转 型 影 响 不 断 扩 散，对

能源议题的讨论 不 再 拘 泥 于 单 一 议 题 领 域 的 治 理 机 制，能 源、环 境 以 及

气候等不同议题治理机 制 开 始 持 续 交 流 互 动。传 统 气 候 与 环 境 治 理 机

制，往往强调非正式、非强制的制度安排所塑造的共同认知，进而改善国

内治理能力提升，来 促 进 合 作 治 理 规 范 的 形 成。② 能 源、气 候、环 境 的 协

同治理无疑为能 源 议 题 的 合 作 提 供 了 广 阔 空 间，通 过 多 平 台、多 渠 道 的

最佳实践与技术知识分享，促进了成员各方共有理念的形成，为区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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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推进带来有效支撑。①

　　四、为东北亚能源合作机制贡献中国智慧

　　一是增进双边政策沟通，创造良好合作环境。进一步加深同东北亚

区域内的双边合 作，强 化 彼 此 间 在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合 作、碳 中 和 以 及 清 洁

能源转型等议题上的交流沟通，在保障国家军事安全与能源稳定的基础

上，探索双边以及多边的能源生产、贸易、消费信息共享机制共 建，以 增

强各方在能源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信心，为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创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

二是聚焦区域技术合作，推动多元行为体参与。技术合作将成为新

一轮东北亚能源 合 作 的 重 要 维 度，应 进 一 步 强 化 各 方 在 清 洁 能 源 发 电，

碳捕捉、利用与储存以及储能等技术的合作，加快对企业、科研机构以及

大学跨国合作的有效引导，鼓励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或民间活动团体成立

相关跨国合作机构以及平台。推动中日韩等清洁能源技术领先国家，同

俄蒙朝之间的技术转移 与 技 术 合 作。促 进 以 地 方 政 府 为 主 导 的 次 国 家

行为体参与，依托多边机制构筑地方政府间定期联系会谈机制。

三是打造区域合作体系，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机制化平台。区域能源

合作组织或机制是推进东北亚能源互联互通的重要制度化渠道，通过整

体视角与顶 层 设 计，对 东 北 亚 能 源 合 作 的 共 同 利 益 与 美 好 愿 景 进 行 展

望，能吸引更多决 策 者 与 投 资 者 的 参 与。因 此，应 依 托 大 图 们 倡 议 与 东

盟“１０＋３”机制既有成果，聚焦“碳中和目标与技术”这一着力点，不断推

进清洁能源转型合作在大图们倡议中的开展，以该机制能源委员会为基

础，寻求“东北亚区 域 清 洁 能 源 合 作 组 织”的 确 立，并 从 清 洁 能 源 逐 步 向

所有能源品类扩展。

四是聚焦关 键 矿 产 资 源，防 范 实 现“双 碳”目 标 进 程 中 的 新 安 全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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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清洁能源技术禀赋替代了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并不意味着未来全

球能源合作与资源竞争完全脱钩。锂、镍、钴、锰以及石墨是生产储能电

池的必需材 料，稀 土 等 永 磁 资 源 则 是 风 力 发 电 以 及 电 动 汽 车 的 核 心 部

件，一场涉及 关 键 矿 产 资 源 的 碳 中 和 时 代 新 资 源 争 夺 战 正 在 各 国 间 展

开。① 中国应不断强化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将“双碳”目标

实现进程中的安 全 风 险 降 至 最 低。此 外，中 国 作 为 稀 土 资 源 大 国，也 应

利用好自身资源 优 势，推 动 东 北 亚 地 区 在 关 键 矿 产 资 源 信 息、勘 探 开 发

技术方面的交流 合 作，利 用 好 东 北 亚 区 域 能 源 合 作 机 制，对 外 释 放 中 国

全方位能源合作的积极态度，释疑西方社会长期对中国“稀土霸权”的恶

意抨击，增强中国“双碳”时期的全球能源治理参与能力。②

７３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①

②

于宏源、关成龙、马哲：《拜登政府的关键矿产战略》，《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成金华、易佳慧、吴巧生：《碳中和、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与 关 键 矿 产 资 源 管 理》，《中 国 人

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ＬＩ　Ｂ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ｔｓ　ｅｎ－

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ｆ－

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ＮＥＡ　ａｒｅａ　ｈａｖｅ　ｓ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ａｌ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

ｃｈｉｅ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

ｔｒ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ｉｔ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ｌ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ｉｄｌ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ｃａｒ－

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ｗｈｉｃｈ　ｂ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ｄ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ｇｉｍｅ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ｓｓｕｅ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６４１

东北亚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