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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仙

在欧洲遭受酷暑并竭尽全力为今

冬储气之际，俄罗斯大幅削减对欧天然

气供应，导致欧洲“气荒”加剧，天然气

价格应声飙升，屡创新高的欧洲通胀率

再次承压。业内担忧，短期内欧洲难以

寻求合适气源，即使重启煤电也是杯水

车薪，欧洲经济将面临萎缩风险。

俄罗斯“先下手为强”

6月早些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俄气）以技术原因为由把经由

“北溪-1”管道输往德国的天然气供应

量减少近60%，令欧洲市场承压。北溪

天然气管道公司日前发布通告说，7月

11日~21日将暂时关闭公司负责运营

的“北溪-1”两条天然气管道支线，进行

常规维护。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将加剧

近期欧洲市场天然气短缺。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对俄

实施了多轮制裁，也亟待摆脱对俄能源

供应的依赖。欧盟4月宣布，8月开始停

止进口俄罗斯煤炭。6月，欧盟批准对

俄实施部分石油禁运。但由于内部反对

声高涨，欧盟今年不太可能在天然气问

题上再对俄发起新的制裁。

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与“不友好”

国家和地区的“卢布结算令”4月1日生

效。目前，俄气已先后宣布暂停向波兰、

保加利亚、芬兰、荷兰和丹麦等拖欠天然

气款并拒绝以卢布结算的欧洲国家供

气。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

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完全切断对欧洲的

天然气供应，欧洲现在需要做好准备。

欧盟原计划在今年年底将天然气库

存比例提升到90%，以应对未来的“气

荒”，目前各国都在争相储气，平均储气

量已经超过50%。俄罗斯选择在此时

对天然气供应下手，立即让欧盟陷入被

动，届时中小企业和受影响严重的家庭

能否安然过冬面临不小压力。

欧盟仓促应对“气荒”

为实现“开源”，欧盟大力寻找能源

替代供应方。近期欧盟多番寻求以色

列、埃及等国帮助，以获得更多天然气供

应。但观察人士指出，如果欧盟希望从

以色列大幅增加天然气进口，需要面临

成本高、工期长等问题。

由于天然气市场紧张和价格飙

升，欧盟多个成员国选择暂时转向使

用煤炭，以应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量

减少。欧盟方面担心，随着冬季临近，

俄罗斯可能继续削减供应或完全停止

供应。

为应对天然气短缺，国际能源署表

示，欧洲必须在寻找能源替代供应的同

时，提高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核

能，为高电价和供应紧张提供喘息机

会。该机构近期表示，预计今年全球能

源领域的投资将达2.4万亿美元，但对弥

补供应缺口，应对气候变化杯水车薪。

中国石油大学天然气专家刘毅军教

授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俄罗斯大幅减少

对欧供气，欧洲又决定大幅减少对俄能

源依赖，其天然气缺口将十分巨大，煤电

重启和寻求新气源无法在短期内弥补缺

口，从而加剧“气荒”危机。

高通胀加大衰退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对俄罗斯能源的依

赖让欧盟遭到制裁“反噬”。欧盟各国能

源价格大幅上涨，带动各行业物价普涨，

一些国家通货膨胀率刷新数十年来的新

高。自“北溪-1”天然气输送量被削减

之后，欧洲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已经上

涨了近50％。

为防止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欧

洲央行不得不着手准备10多年来的首

次加息，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市

场担忧，随着欧洲央行结束购债，债务

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家融资成本将大

幅攀升，带来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

风险。

欧委会近期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预

计，今明两年欧盟经济将分别增长2.7%

和2.3%，增速低于2月展望报告中预测

的4%和2.8%。欧洲央行警告称，如果

俄罗斯完全关闭输气管道，明年欧元区

经济将收缩1.7%。

□ 新华社记者

近年来，许多欧洲国家大力发展新

能源，能源结构中煤电占比不断缩小。

然而，随着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

德国、奥地利、希腊、荷兰等欧洲国家近

日纷纷宣布，重开煤电厂或采取措施支

持煤电。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国家转向煤电

实属无奈之举。俄罗斯是欧盟最大天然

气和原油供应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

盟不断升级对俄制裁，加剧欧洲国家能

源短缺。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6月19

日发表声明说，为应对俄天然气供应大

幅减少，德国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

施，包括限制使用天然气发电，转而更多

地利用煤电。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

哈贝克说：“这令人痛苦，但这是减少天

然气消耗的必要举措。”他说，为了避免

冬季供暖出现困难，德国不但要节省使

用天然气，还要尽快让后备煤电站投产。

分析人士认为，德国政府此举有悖

于其此前制定的逐步淘汰煤电的计划。

根据现任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德

国将在“理想情况下”把淘汰煤电的时间

从2038年提前到2030年。哈贝克所在

的绿党主张停止开采煤炭，要求关闭所

有现有煤电厂。

无独有偶，奥地利政府6月19日也

宣布重开南部城市梅拉赫的一家煤电

厂，以应对能源短缺。此前，奥地利政府

曾提出到2030年完全实现清洁能源供

能，梅拉赫煤电厂已于2020年春季关

停，是该国境内最后一座煤电厂。

希腊政府日前也宣布，为确保能源

供应稳定，该国将在2024年之前增加

50%的煤炭产能。去年希腊能源结构中

煤电占比已从2011年的53%锐减到约

10%。随着能源危机持续发酵，天然气

价格飙涨，希腊政府已决定暂停关闭更

多煤电厂，并把淘汰煤电的时间从2025

年推迟到2028年。

在荷兰，煤电用量近年来不断减少，

目前全国仅存3座煤电厂。2021年，荷

兰政府要求这3座煤电厂实际发电量不

得超过其发电能力的35%。然而，荷兰

政府日前宣布，为缓解天然气短缺和避

免冬季供暖困难，这3座煤电厂已获准

立即满功率运行。

波兰煤电占比约70%，为欧盟国家

中最高。同时，1/3的波兰家庭用煤取

暖。波兰4月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随

之出现煤炭短缺和价格飙升。近日，波

兰政府宣布推出面向普通家庭的煤炭补

贴政策，并从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和南非

等国进口煤炭，以弥补因禁止进口俄煤

炭而造成的800万吨以上煤炭的缺口。

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和能源事务发

言人蒂姆·麦克菲日前承认，由于欧洲能

源格局出现新变化，欧盟成员国能源结

构及相关计划将有所调整，其中包括重

启部分煤炭产能。

分析人士认为，转向煤电会扰乱欧洲

国家的新能源发展计划，也势必对欧盟到

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俄欧“斗气”欧经济民生承受重压

欧洲多国重回燃煤时代

□ 王怀成

自俄乌冲突以来，德国的通货膨胀

和能源危机不断加剧。目前德国的各种

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在涨价，民众要求国家

补贴的呼声越来越高。减税和提高工资等

各种方案正在不同的利益团体中争论。

前段时间对食品涨价的担心刚刚有

些平静，新一波的涨价恐慌接踵而至，这

主要是来自对天然气供应的担忧。负责

天然气管道供应的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

日前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有可能完全中

断向德国的天然气输送。这是因为，最

近俄罗斯一直以技术原因逐步减少通过

“北溪-1号”输气管道的天然气供应。

再过几天，该管道将迎来年度保养维护

期。年度维护工作从7月11日开始，通常

持续10天左右。这时候流经“北溪-1号”

的天然气将中断。目前德国人非常担

心，俄罗斯在维修后不会再次打开天然

气管道龙头。此前，德国经济部长哈贝

克也屡次表达过这样的担忧。

德国对价格较低的俄罗斯天然气一

直有较大的依赖。为了缓解供气压力，

保障供应，在前几届德国政府的努力下，

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修建的第二条输气

管道“北溪-2号”不久前刚刚完工。但

在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反对下，德

国不得不放弃使用该管线。哈贝克上任

以来，坚决反对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

赖。他上任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全世

界寻找能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供应方，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昂贵的美国液化天

然气在德国的占比大幅度上升。

德国本想借夏天天然气用量不多之

际将储气罐装满，至少保证几个月后德

国能过一个正常温暖的冬天。但事态瞬

息万变，谁也不能保证这一计划准能实

现。德国政客对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

法，除了给民众“打预防针”，提前警告

外，呼吁人们节约能源就成了首选方案。

负责天然气管道输气工作的联邦网

络管理局主席克劳斯·穆勒担心，即将进

行的“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的定期维

护有可能“会变成更持久的政治维护”。

言外之意，俄罗斯能不能送气过来，送多

少，都还是未知数。穆勒呼吁所有房屋

和公寓业主迅速检查和维修燃气锅炉和

散热器，并将设置进行调整。他说，这样

做可以减少10%~15%的燃气消耗。哈

贝克的建议则更具体，他一本正经地建

议人们减少洗澡时间，他说自己的淋浴

时间从来不超过5分钟，而且主要只洗

身上重点的三个部位。

德国人还担心今年冬天会“被合法

地”挨冻。因为德国政界考虑，如果能源

不足的话，将降低冬季供暖法定温度并

减少供暖时间。汉堡环境部长克尔斯坦

称，家庭热水供应可能会减少。他对《世

界报》说：“如果出现严重的天然气短缺，

在紧急情况下只能在一天中的某些时段

供应热水。”这对于缺少家庭独立热水供

应设备的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不能不说

是一个坏消息。

德国通胀居高不下 天然气危机尚难化解

罗马尼亚新天然气罗马尼亚新天然气
开发开发项项目投产目投产

6月 28日，在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县瓦杜

村，罗马尼亚总理丘克（中）参加米迪亚天然

气项目投产仪式。罗马尼亚黑海米迪亚天然

气开发项目 6 月 28 日举行投产仪式，这是

30多年来罗马尼亚在黑海海域的首个新天然

气开发项目。

新华社发（克里斯泰尔 摄）

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拍摄的卡洛特水电站

新华社发（中国三峡集团供图）

本报讯 德国和比利时的

研究人员携手研制出一款新型

钙钛矿/铜铟二硒化物（CIS）串

联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化效率

达到25%，为迄今同类产品最高

值。这款太阳能电池柔韧轻便，

用途广泛，有望应用于车辆、便

携式设备和可折叠设备内。最

新研究刊发于美国化学学会下

属《ACS·能源快报》杂志。

钙钛矿是一种拥有特殊晶

体结构的新型材料。据《科技

日报》报道，过去10年，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进展迅速，其光电

转化效率可与久负盛名的硅太

阳能电池相媲美。

两个或多个电池堆叠使用

可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如

果堆叠的每个太阳能电池能有

效吸收来自太阳光谱不同部分

的光，则可以减少固有损耗并

提高整个电池的光电转化效

率。由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多才多艺”，已经成为堆叠太

阳能电池领域的“翘楚”。使用

钙钛矿和硅的串联太阳能电池

的光电转化效率最高达到

29%以上，大大高于单独使用

钙钛矿（25.7%）或硅（26.7%）

制成的电池。

在最新研究中，由卡尔斯

鲁厄理工学院的马科·普雷西

亚多博士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

成功生产了钙钛矿/CIS串联太

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最高

为24.9%，为此类技术迄今最

高光电转化效率。

研究人员称，将钙钛矿与

铜铟二硒化物或铜铟镓二硒化

物等其他材料结合，有望催生

柔韧而轻便的串联太阳能电

池。这种电池不仅可以被安装

在建筑物上，还可以安装在车

辆和便携式设备上，甚至可以

折叠或卷起储存，并在需要时

延伸，例如安装在百叶窗或遮

阳篷上，遮阳的同时也可发电。

研究人员表示：“最新研究

证明了钙钛矿/CIS串联太阳

能电池的潜力，为未来可能将

效率提高到30%以上铺平了

道路。” （刘 霞）

本报讯 由中国三峡集团

为主投资开发的中巴经济走廊

首个水电投资项目——巴基斯

坦卡洛特水电站6月29日全

面投入商业运营。

在水电站全面投入商业运

营宣布仪式上，巴基斯坦私营

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常务董

事穆纳瓦尔·伊克巴尔表示，三

峡集团克服新冠疫情影响等困

难，顺利达成卡洛特水电站全

面投产运营的目标，为巴基斯

坦带来急需的清洁能源。三峡

集团还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为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提

供帮助。他代表巴政府向三峡

集团表示感谢。

伊克巴尔说，巴基斯坦政

府将继续落实中巴经济走廊能

源合作目标，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

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胜亮在致辞时

表示，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

济走廊优先实施能源合作项目

和“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象征

着中巴两国的铁杆友谊，其全

面投产是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建

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吴胜亮说，卡洛特水电站

每年将向巴基斯坦提供32亿

千瓦时廉价清洁电能，满足当

地500万人用电需求，对缓解

巴基斯坦电力短缺、改善能源

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

卡洛特水电站位于巴基

斯坦旁遮普省卡洛特地区，是

杰赫勒姆河梯级水电规划的

第四级。项目于2015年4月

破土动工，总投资约17.4亿美

元，总装机72万千瓦，投产后

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4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50万吨。

（姜 江）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
水电投资项目投入商业运营

新型太阳能电池
光电转化效率达25%

俄气上半年对非独联体国家
天然气出口量下降超三成

本报讯 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俄气）7月1日发

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该公

司上半年对非独联体国家天然

气出口量为689亿立方米，较

去年同期减少310亿立方米，

降幅约为31%。

分析人士指出，俄气上半

年对非独联体国家天然气出口

下降的主要原因与俄停止通过

“亚马尔-欧洲”管道对欧供

气、减少通过“北溪-1”管道和

过境乌克兰的管道对欧供气有

关。另外，由于一些欧洲公司

拒绝使用卢布支付，近几个月

俄气陆续停止向保加利亚、波

兰、芬兰、荷兰、丹麦等国部分

能源公司供气。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盟

计划到今年年底将俄罗斯天然

气进口量减少约1000亿立方

米，降幅近2/3。国际能源署

数据显示，2021年欧盟从俄罗

斯进口天然气为1550亿立方

米，约占欧盟天然气总进口量

的45%和总消费量的40%。

据俄气估算，今年上半年

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减少

240亿立方米，同期欧盟国家

天然气消费量减少 270 亿立

方米。

（刘 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