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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暴涨给德国能源转型带来阵痛
以供应短缺、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的能源危机，正在欧洲发酵，德国也受

到了波及。据当地媒体报道，德国批发电价近日创下10年新高；德国莱茵电力

和天然气公司，日前突然解除与数百家用户的能源供应合同……在电力、天然

气价格今冬将继续上涨的普遍预期下，德国能源转型面临挑战，再度成为外界

关注焦点。

能源转型着眼供需两端

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能源转型起步早，着眼供需两端，大力开发可

再生能源，注重提高能效，并已取得显著进展。

在供给端，德国政府明确向以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为主的可再生能源

转型，将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作为能源转型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据德国政

府统计，截至2020年的5年间，德国燃煤发电量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德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已从 2000年的 6%，上升到 2020年的 46%，并设立了到

2030年提升至65%的目标。

其中，风能在德国可再生能源中发挥主导作用，风能发电比例已达 24%。

德国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扩大风电装机容量，特别是离岸风电，并为此制定

了促进计划。

在需求端，德国通过多重举措降低能耗，特别是建筑能耗，通过技术创新

和政策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008年至 2017年，德国一级能源消费减少

5.5%。德国政府认为，只有在强有力的能效战略基础上，能源转型才能实现经

济、环境、社会保障方面的积极意义。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指出，德国的能源供给正发生根本性转变——远

离核燃料和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并注重提高能源效率。

供应缺口加剧转型阵痛

尽管德国能源转型雄心勃勃，但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其面临的阶段性挑战

和矛盾比较突出。

一方面，在2022年关闭所有核电站、2038年淘汰煤电、2045年实现碳中和

等目标约束下，德国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给更加紧迫。

德国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负责人雷蒙德·诺伊格鲍尔认为：

“风力发电的扩张将很快达到极限，德国需要通过氢能经济来保持能源独立。”

2020年 6月，德国政府通过国家氢能源战略，目标是支持“绿色氢能”扩大市

场。

另一方面，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供给不足，潜在的供应缺口持续影

响德国能源供应稳定和安全。近期，欧洲能源市场拉响供应警报。经历去年寒

冬和今年酷暑后，欧洲能源储备水平降至历史低位，天然气、煤炭紧缺，能源价

格上涨幅度较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欧洲加速向绿色能源转变的同时，能源供

应韧性有所下降。

德国顶住美国的压力，力保“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完工，反映出其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依赖化石燃料。

德国政府表示，输入电网的电力过于分散、电力供应和消费灵活度不足、

能源管理的数字化水平偏低等问题，是可再生能源供应需要解决的现实挑战。

300亿欧元旨在重振法国工业
法国总统马克龙12日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公布了一项3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

主要涉及半导体、生物制药、核能、电动汽车、农业等领域，旨在提高法国通过创新

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

根据这项名为“法国2030”的计划，法国将投资近60亿欧元，应对半导体短缺

并确保法国工业在该领域的独立性，使法国电子产品产量在2030年前增加一倍。

此外，法国还计划在交通运输领域投资约40亿欧元，促进电动汽车和混合动

力汽车生产，并在2030年前生产首架低排放飞机。

马克龙还宣布，将在 2030年前向核能领域投资 10亿欧元，以开发“颠覆性技

术”，特别是“更加模块化”和“更加安全的”小型核反应堆。同时，法国将大力发展氢

能源，在钢铁、水泥和化工等产业部门用氢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帮助这些行业脱碳。

根据该计划，法国在2030年前将至少投资20亿欧元用于农业创新。同时，还将

加大对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在2030年前开发至少20种对抗癌症、新发疾病和慢

性病的药物。

此前，法国推出总额1000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近400亿欧元为欧盟提

供的拨款。法国政府表示，经济复苏计划资金将侧重于支持生态转型和数字经济，

此外还将用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促进就业。

10月12日，在也门萨那一家医院，一名营养不良的儿童接受救治。由于持续战

乱，也门大量儿童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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