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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转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能源体系的变动很可能引发

政治体系的失稳'不同行为体会展开竞争与合作'竞相塑造能源

政策走向&德国是全球能源转型的标杆国家'但一直难以摆脱煤

电依赖'这成为该国能源系统低碳化的短板&自'%!&年以来'德

国在淘汰煤电的议题上取得重大决策进展'宣布了'%(&年彻底

弃煤的目标'并通过相关立法指定了弃煤时间表和系统的扶持计

划&本文运用!体系失稳"决策互动框架探讨德国成功弃煤的原

因'包括民众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上的高度共识(执政者的态度

转变与政治技巧(支持弃煤团体的呼吁与谋划(煤炭产业的适应

及欧盟的引导&整个决策过程中'各方的合作面大于对抗面(冲

突面'行为体之间具有明显的协作关系'政治体系的失稳处于可

控状态&在后煤电时代'德国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的政治挑战'包

括$达特恩-号煤电厂的处置(硬煤电厂对赔偿方案的抵制(另类

选择党煽动民粹情绪(日益凸显的清洁能源政治纷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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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能源转型的政治学研究$基于德国弃煤的探讨

能源转型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任务'而减少乃至停止煤电
开发是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关键行动&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启动!弃煤"进程'加
速自身能源供给结构的清洁化&截至'%!@年!'月'((个国家的政府加入由英国(

加拿大发起成立的!弃用煤炭发电联盟"#UB2R9O2><0KR537A954,44<50H2%'宣告
它们制定了淘汰煤电的明确时间与实施计划'并愿意在全球推广这一趋势&不少
依赖煤电的国家#如中国%也在官方文件中表态将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减少对燃煤发电的投资&

在目前正式弃煤的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德国&不同于大多数迈出这一步
的国家!'德国自!&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始终是全球重要的煤炭开采国(消费国'其
褐煤自工业化开采以来一直保持世界最大产量'煤炭产业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该
国经济支柱'具有强大的(不可替代的政治经济影响&即使在决定弃煤的'%!@
年'煤电仍然是德国主要的能源来源'承担了全国'&+'̂ 的发电量"&这样的历
史渊源(产业地位决定了德国的弃煤是一项复杂(艰巨(涉及众多利益攸关方的系
统工程'无论出于学术研究还是产业实务的目的'很有必要探究德国为何能在短
时间内形成弃煤决定和解决方案(德国政府如何平衡多元的利益诉求(主张弃煤
的团体与反对弃煤的团体如何开展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显
然需要超越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的探讨&本文将首先论述运用政治学分析能源转
型的必要性'提出!体系失稳"决策互动框架)然后依据研究框架'详细分析德国弃
煤的决策经过(成果与推动这一历史性进程的成因'最后前瞻性展望德国在后煤
电时代面临的能源政治挑战&

一(能源转型的政治学研究$必要性与研究框架

#一%政治学研究的必要性
能源转型指一次能源结构的系统性演化'集中表现为主导能源的更替'在当今

时代'其核心内涵是以水能(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替代以石油(煤炭
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促进能源生产消费的绿色低碳化&# 在过去几十年'能源转型
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但大多数研究成果从技术或经济的角度出发'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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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除德国(英国(加拿大外'!弃用煤炭发电联盟"的成员国均不是用煤大国'煤炭在自身能源结
构中仅占很小比例&在德国加入前'该联盟中用煤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年煤电仅占该国发电量的@̂ &

82>37<02,CC/00-_500<HJI553-#/4<50 S27720K24'!;2>:50N13T02>KNA903/:C7<90501R9O2>
F<̀<0AB5>73"''%'% %( '!'B77C3$--OOO+H4250202>KNO<>2+9>K-E5H73B2273-K2>:50N3P202>KNPH903/:C7<90P
501PC9O2>P:<̀PHB5>73'访问日期$'%'% %* !*+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能源转型的核心内涵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和
资源禀赋情况不同'各国能源转型也存在目标和路径上的差异&对德国而言'能源转型还包含放弃核电这一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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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能源系统的技术演进(经济领域的适应性发展&在这种研究趋势下'能源转型在

很大程度上被诠释为一个后政治#C937PC94<7<H54%或非政治的议题&不少研究者先

入为主地认为转型目标(转型方法已经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并相信决策者们十分

清楚如何动员和推动这一改变'相关决策过程在!可持续性理念"#097<909E

3/375<05?<4<7N%的指引下能够规避权力政治的负面效应!&在他们的描述中'能源

转型主要遵循!技术 经济决定论"的逻辑'呈现出自行发展的!改良 渐进式"方法

论#5>2E9>:<37P<0H>2:20754<375CC>95HB%'即使转型过程出现政治领域的困境或阻

碍'也可以通过技术的增益效应#20B50H2:2072EE2H7%予以化解"&显然'上述视角

既与社会现实相悖'也无助于人们把握能源转型的复杂性与社会关系属性&能源

转型从来不只是一个技术主导(市场驱动的过程'而始终与整个社会的权力(公平(

公共治理(利益分配等诸多政治议题相联系&运用政治学考察能源转型十分必要'

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能源转型涉及政治领域的核心内容,,,政治权力的行使与配置&!能源

资源从不只是一种2资源1'而是一种处于2权力架构1中的社会关系&"#有研究认

为能源转型的推动有赖于以下三种权力$一是话语权力'即由谁定义什么能源是绿

色环保的(什么能源不是)二是机制权力'即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在能源转型

中应拥有什么权力(又应受到怎样的约束)三是物质权力'即由谁控制生产清洁能

源的技术(手段和财政资源$&上述观点未必覆盖能源转型涉及的所有权力关系'

但无疑揭示了社会权力结构对转型的支配性影响&同时'能源转型也会触发权力

结构的变动'如行为体权力地位的变化(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出现集聚或离散的新趋

势等&不少观点认为随着当今能源转型的深入'油气企业和清洁能源企业的社会

影响力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同时'分布式光伏(分布式风电的推广将使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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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学者对能源转型的!非政治化"研究倾向已提出批判'此处对!非政治化"的描述参考$T4<M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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