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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球 宋鑫然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60 年前，中
法打破冷战坚冰、跨越阵营鸿沟，建立了
大使级外交关系，推动世界格局朝着对话
和合作的正确方向演进。

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立自
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
法精神”。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
国家关系前列，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正
式建交的西方大国，是最早同中国建立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机制性战略对话、最早

同中国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西方国家，也
是第一个同中国互办文化年、互设文化中
心的国家。中法关系已成为不同文明、不
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成就、
共同前进的典范。

1964 年中法建交，开辟了两国关系
史上的新纪元，两国经贸往
来也随之步入新阶段。1978
年 12 月，中法两国政府签订

《发展经济关系和合作长期
协定》，同时，中方宣布引进
法国核电技术和装备。1982
年 ，中 法 签 署《和 平 利 用 核
能 合 作 议 定 书》。 1984 年 ，
中国首个大型核电项目大亚
湾 核 电 站 正 式 动 工 。 1985
年 4 月 ，中 法 又 续 签 了 为 期
五年的《发展经济关系和合
作长期协定》,双方声明，两
国将采取一切有益措施为促

进合作创造良好条件，特别在科技与能
源方面扩大合作。

1997 年 5 月 16 日 ，中 法 两 国 发 表
《中法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二十一
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开启新
征程。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实力迅速
增强，本国产业逐步完善，具备了参与国
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中法经济合作从
原先主要由法国向中国单向输出技术和
资本，开始进入双向输出资本和技术的
新阶段。2004 年，中法两国深化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
立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的 西 方 国 家 。 同
年，中法贸易额首次突破 200 亿欧元。

能源合作是中法合作的亮点。1982
年，中法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议定书》。
采用法国核电技术的大亚湾核电站于 1994
年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法电集团开始投资
中国电力市场。进入 21 世纪以来，原国电
集团和法电集团分别于 2007 年和 2012 年
签署合作协议，决定在火电项目、燃气发电
项目、风电项目等方面开展合作。2010 年
以来，两国经济合作延伸到绿色低碳、数
字、航天等新兴领域。2015 年召开的巴黎
气候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为全球能源
和电力行业发展指明了清洁、 低碳的发
展转型道路。在此背景下，中法电力行业
清洁、低碳合作步伐不断加快。

60 年来，中法两国互为重要贸易投
资伙伴，实现了合作共赢。2023 年，双边
贸易额达 789 亿美元，比两国建交之初增
长了近 800 倍。截至 2023 年底，法国累计
对华直接投资达 216.4 亿美元，在欧盟成
员国中位列第三。中国对法国直接投资
存量达 48.4 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业、信
息技术、交通运输、银行、酒店和旅游等领
域。中法两国双向投资额累计已超 260
亿美元，2000 多家法国企业深耕中国市
场。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日用纺织品、
体育用品等深受法国市场青睐。法国是
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

进口化妆品和葡萄酒的第一大来源地，进
口箱包的第二大来源地。大亚湾核电站、
空客天津 A320 总装线等一批有代表性的
项目成为两国互利合作的典范。同时，两
国还积极探讨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
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法贸
易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极大满足了两国市
场需求，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

当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再次成为中
法两国重要共识。其中，作为两国携手
实现减碳目标的重要基石，共同推动核
能合作与发展备受关注。近期，中核集
团和法国电力集团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合
作关系，并共同发布《核能支持低碳发展
前瞻性研究》蓝皮书。中核集团和法电
集团已形成共识，在向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转型进程中，发展核
能是现实可行的重要选择之一。中法两
国的核能合作时间很长，持续深化，两国
始终坚持科技合作与产业合作并重的方
针，核能合作已成为两国间最稳固的合
作领域之一。

近年来，美国加大了对包括法国在内
的欧洲国家的拉拢和利诱，如何保持战略
自主成为摆在法国等欧洲国家面前的重
大考验。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尤为重要。

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中法双方
坚守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
共赢的建交初心，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
涵，打造新时期互信稳定、守正创新、担当
作为的双边关系。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
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进一步发展中
法、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更加
凸显，双方应携手同行，为动荡变化的世
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发展动力。

（李敦球系曲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
究院副院长、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宋鑫
然系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
方向硕士研究生)

■牛克洪

4 月 2 日，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
《关于建立煤炭产能储备制度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对于创新煤炭
产能管理机制、完善产能储备政策及保障我国
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保持煤炭“向上弹性生产”

煤炭一直担负着保障国民经济快速健康
发展的重大使命，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战
略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 46
年来，我国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得到大幅度提
升。全国煤炭产量由 1978 年的 6.18 亿吨，上
升到 2023 年的 47.1 亿吨；1978 年，煤炭产量在
能源生产结构中的占比为 70.3％，煤炭在能源
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为 70.7％，2023 年虽然降至
55.3%，但仍超过 50％，居之半壁江山；尤其是
煤炭火电发电量 2023 年达到 62657 亿千瓦时，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66％。因此，煤炭作为我
国的主体能源，在现在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的
能源保供中，其“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显而
易见。

但是，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态
势引领下，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消费呈现较
快增长局面，叠加极端天气、控产能政策及国
际能源形势趋紧等因素影响，在局部地区及个
别时段曾一度产生煤炭供应偏紧及煤价猛涨
的状况。为此，着力建成一定规模的煤炭储备
产能，可保持煤炭“向上弹性生产”，提升煤炭
供应灵活性，快速释放储备产能，平稳市场供
求紧张局面，发挥煤炭在能源供应中的兜底
保障作用。

■■ 可基本满足煤炭市场调峰需求

《实施意见》提出，到 2030 年形成 3 亿吨/
年左右的可调度产能储备。确定 3 亿吨/年这
个数字，有哪些考量因素？到 2030 年，3 亿吨/
年的产能储备，能否满足煤炭调峰需求？

“3 亿吨”这个煤炭产能储备数值的确定，
主要考虑两大因素：

一是基于近几年我国煤炭年生产量 46 亿
吨左右基数提出的，3 亿吨产能约占原年产总
量的 6％左右，即便到 2030 年使用 3 亿吨产能
也可调控市场供求状态。

二是随着我国新能源快速发展将增大市
场能源供应量，而煤炭消费量的增速会随之放
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3 亿吨煤炭产能储备足
可作为调剂量。

基于以上考量，到 2030 年，3 亿吨/年产能
储备，基本上可满足我国煤炭市场调峰需求。

《实施意见》为何提出优先支持山西、蒙
西、蒙东、陕北、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煤
矿建设储备产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随着我国东部省份煤炭资源储量不
足及开采强度增大，东部省份的煤炭产量快速
减少。煤炭产量向我国中西部的晋、陕、蒙、
宁、新地区快速集中，这几个地区的煤炭产量
在全国总产量中的占比快速上升，近几年晋、
陕、蒙、宁、新地区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
的 80％以上，而且这些地区煤炭产量占比仍
在增加之中。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
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则是我国中西部煤炭生
产的核心地区。

二是我国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
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中后备煤炭储量大、煤炭
储量赋存地质条件相对好，未来新建煤矿大多
会布局在这些基地。所以，无论从煤炭产能占
比，还是煤炭后备储量、地质条件、新建煤矿数
量等因素考虑，都无可争议地要优先把 3 亿吨
煤炭产能储备建设放在这些地区。

■■ 确保《实施意见》有效落地

为确保《实施意见》确定的产能储备工作
有效落地，应抓好四方面工作。

首先，做好产能储备煤矿建设工作规则。
这些工作规则内容包括：编制产能储备煤矿建
设规划，开展对拟建设储备产能的新建煤矿项
目审核，按照设计产能依法依规办理采矿、用
地、用林、用草、环评、取水许可、水土保持、安
全生产等各项建设手续，做好项目建设竣工验
收工作，建立生产过程中产能储备煤矿“平急
转换”工作机制。

其次，明确产能储备煤矿的管理程序。这
些管理程序内容包括：明确产能储备煤矿的申
报条件，规范产能储备煤矿的申报流程，确认
产能储备煤矿建设的工作程序，建立产能储备
煤矿投产后的启用机制，签订产能储备煤矿履
行煤炭保供稳价责任的中长期合同。

再次，制定产能储备煤矿的配套支持政
策，包括给予产能储备煤矿产能置换政策优
惠，优化调整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及规划环评要
求，实施煤炭新增产能指标单列。

最后，制定产能储备煤矿建设落地的保障
措施。例如，加强组织协调，建立煤炭产能储
备指导、协调管理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严
格产能储备煤矿项目单位履行主体责任；强化
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加强对全国煤炭产能储备
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研究解决产能储
备煤矿建设生产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确保产能
储备各项要求落实落地。

（作者系中国能源研究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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