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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孙贤胜对话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推动能源国际合作推动能源国际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楠君

“世界终究要走向多极化，产能合作是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产物。当前，虽然中国和美国关系非常复
杂，甚至堪称严峻，但中国依然积极同美国
开展能源合作。”近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中国能源报》“你好，
未来”能源金话筒高端访谈栏目中强调，能
源合作是中国对外开放，全方位、全领域对
外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能源企业

“走出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提升整
个人类社会经济合作质量的进程。

特朗普即将出任美国新一任总统，作
风历来强硬的他在竞选过程中宣称要在应
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政策上推进的新调
整将如何兑现，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美国气
候立场徘徊，甚至倒退，为全球的气候未来
蒙上了一抹极具不确定性的阴影。在此复
杂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过程中持续为全球能源转型作出应有贡
献？在与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孙贤胜对
话过程中，于洪君给出了他的独到思考。

真正的多边主义

就是要冲破所谓的“小院高墙”

孙贤胜：多边外交是当今世界最主要

的一种外交活动，联合国是多边外交的主

要平台。但美国霸权主义猖獗，大搞地缘

政治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伪多边主义盛

行。中国倡导并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想请

您谈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框架下的真正多

边主义理念与行动。

于洪君：当下全球 190 多个主权国家，
每个国家的发展路径、治理模式都不一样，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作用影响也不尽相
同，要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
和挑战，只能靠多边机制。世界上的事情，
大家商量着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就已经
有了一些多边机制。譬如万国邮政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世界议会联盟等。1899
年，为了防止战争，有些国家甚至召开了第
一届国际和平会议。但这些多边机制的作
用相当有限，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只能说
浅尝辄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边外交
更加活跃，新的多边机制不断产生，甚至有
了国际联盟，也就是国联。但当时的世界
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解决地缘政治冲
突、防止大规模侵略战争、实现共同发展与
安全的有效办法，第二次世界还是爆发
了。二战以后，人类社会痛定思痛，进一步
认识到多边外交的重要意义，大力践行多
边外交，于是诞生了联合国。目前看，联合
国依然是当代世界最大、最有权威、最有代
表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推行多边外交，
首先要维护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和权威。
中国一贯坚持这样的立场。

当前，多边主义这个旗帜各国都不会
丢。就连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
国、现代霸权主义的典型国家，也不敢放弃
多边主义旗帜。但美国常常偷梁换柱，搞
伪多边主义，有时还利用联合国平台等多
边机制，维护世界霸权，充当“世界警察”，
严重败坏了多边外交的声誉。

新中国1971年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但是，即使是在没有“回到”联合国的
时候，我们也积极主张多边外交。毛泽东主
席曾经明确表示，美国应当与中国、苏联、英
国、法国共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而不是搞
破坏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军事集团。这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

孙贤胜：当前中国的外部环境条件挑

战性还是很大，特别是这些年来一些国家

大搞所谓“小院高墙”，对中国进行多方面

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看目前中国

周边的舆论形势？

于洪君：应该说，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
量对比一度严重失衡。美国一超独霸，霸
权主义表现十分猖獗，力图建立它主导的

“单极世界”。但不管美国如何霸道，人类
进步发展的潮流是不可改变的，世界终究
要走向多极化。一种力量、一种声音左右
世界进程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异军突起。中国的
成长和发展壮大，远远超出国际社会的预
想，甚至可以说，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预想。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因为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国际战略取向不同，非常担心中国成
长过快，担心中国对世界产生他们不愿看到
的影响，所以就围堵中国。美国针对中国搞
的“小院高墙”，有很多措施和手段，包括长
臂管辖、滥用制裁、脱钩断链，以及所谓的

“去中国化”。他们的所谓“安全”，实际上是
把“安全”概念泛化、极化和滥用了。从本质
上看，今天的“小院高墙”跟过去的“冷战铁
幕”，异曲同工。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中国一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
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冲破美国搞的“小院高
墙”，就是要化解伪多边主义给国际社会造
成的混乱和危害。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
一个致力于共同发展、联动发展、融合发展
的国际合作平台。作为“共商共建共享”的
互利发展机制，它同时也是新型多边交往
平台，是新型多边合作机制。虽然它由中
国提出，但造福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是
名符其实的国际公共产品。此外，中国还
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建立了金
砖合作机制。这些平台和机制，既是我们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创新，也是国际社
会多边外交领域的新成就。

提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自然要提
到古丝绸之路。实际上，最初的“丝绸之
路”概念是德国人提出的。由于这个概念
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起始于中国的古贸易通
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普遍公认。现在，我们沿用“丝绸之路”的
概念，就是要推动、引导新时期的国际交往
与区域合作，就是要进一步沟通东西方文
明，优化并深化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
的联系，推动全人类的文明互学互鉴。

美国对于气变问题的立场

可能出现整体徘徊甚至大幅度倒退

    孙贤胜：当下大国外交博弈与地缘政

治冲突相互交织、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您

如何看待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在

和未来？特别是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

统，将对全球气候进程和能源转型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

于洪君：美国此次大选尘埃落定，但世
界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很多方面都
是不确定的。目前可以大致作出判断：特
朗普肯定要重新推行“美国第一”理念，在
国际事务中推翻拜登政府的政策和做法。
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立场要
大幅改变。大家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将在
特朗普新任期内退出《巴黎协定》，同时大
力发展传统能源，有意遏制新能源，包括新
能源汽车等。

气候异常已经对当今人类的生存环境
构成巨大压力，如果美国在气变问题上立
场严重倒退，人类社会节能减排的努力就
会受到巨大冲击和伤害，应对气变问题就
会出现整体性徘徊，甚至倒退，国际社会原
定的减排目标恐怕就难以实现了。

这次在阿塞拜疆召开的 COP29 大会，
应该说受到美国大选很大影响。虽然大会
通过了一些决议，但对国际社会能否在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共同行动，大家愈发
信心不足了。

孙贤胜：我也参加了本届 COP29 大

会，参与了一些讨论。普遍认为，美国改变

能源政策、气变政策等，必然会对气候进程

形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不过，也有一部

分国家寄希望于马斯克可能对特朗普产生

影响，毕竟近些年来马斯克在新能源领域

做了巨大投资。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非

常成功。

于洪君：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都是多
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特朗普政
府要在一夜之间完全推翻拜登政府建立的
所有机制，也不太可能，但他会坚定地朝着
这个方向去做。这是他的政治个性和从政
理念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特朗普
得到马斯克的支持重返白宫，这是传统资
本和新兴资本的联姻，或者说是商业资本
和科技资本的合作，他们会在合作过程中
相互影响。

中国产能“走出去”是提升人类社会

经济合作质量的必然进程

孙贤胜：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的成

绩举世瞩目，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能源企

业走出国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开拓国际

市场。但西方总是渲染中国在绿色领域存

在产能过剩。您如何看待这一说辞？

于洪君：所谓的新能源，我理解主要是
针对过去传统化石能源来讲的，现在世界
各国都意识到必须用新能源取代传统能
源，或者说新能源要占主导地位。中国在
新能源领域起步不是最早，但后来居上，目
前对全球新能源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40%
多，并且还在继续努力。

因为传统能源涉及到就业、税收等诸
多方面，产业调整转型需要过程，但新能源

必须大力发展。应该说在新能源开发利用
方面，全球还有很大潜力。对中国而言，必
须采取多种方式，积极鼓励能源创新，鼓励
新能源走向世界。

西方所谓的“产能过剩论”，是遏制中
国发展的特定概念，是阻止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政治屏障。产能合作是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
相比有很大差距，我们让他们的企业进入
中国，不仅吸引外资，还吸引他们的技术、
管理模式，包括某些企业文化，这符合全球
化进程发展规律，是符合人类进步发展大
潮的。现在，中国人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
和勤奋，为全人类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用
品、工业产品了。力量对比的这一重大改
变，使一些国家感到恐惧，“产能过剩论”的
虚幻概念应运而生。

实际上，产能过剩与否是相对于人类
社会的需求而言的。应该说。当今世界
80 亿人的需求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不断
升级的，我们要不断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也要为人类社
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做贡献。以天下为己
任，“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同步”，自然而然
地要为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
供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帮助他们发展
工业，实现产业提升，推动结构调整。

孙贤胜：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大部

分还是在中国市场销售、中国人自己使

用。比如我们对外出口的汽车还是以合资

品牌为主。

于洪君：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远不
只是修路架桥了。“走出去”的企业把中国
装备、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经验带出
去，就是把“中国品牌”带出去。中国企业
在境外投资兴业，打造“中国工厂在世界”
的新格局，也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我们鼓励有实力、讲信誉的企业，无论
国企还是民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利
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此同时，我们始终
要求，“走出去”的企业要合规经营，要遵守
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尊重当地
的风俗习惯，并且要综合考虑全球在技术、
环境、用工等方面的共同标准和要求。我
们“走出去”的过程，不仅是产能合作的过
程，实际上也是提升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合
作质量的进程。

孙贤胜：在“出海”以后，无论是新能

源，还是传统能源，中国应该说都为当地的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很大

贡献。这个过程当中，要注重保护环境、覆

行社会责任，和当地融合到一起，让当地老

百姓认可；同时在合作机制上，要实现共

赢，这样让合作更可持续。

能源合作是中国全方位、全领域

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孙贤胜：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如火如

荼，但当下全球能源不平等现象仍然突

出。据估计，全球仍有近 7.5亿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人口无法获得电力。转型

进程“冷热不均”对全球的净零未来目标形

成了极大制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其

中又有中国的哪些机会？

于洪君：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问题。
许多国家的发展都受制于资源禀赋。有些
国家土壤、水、能源等资源过于贫瘠，发展
严重受限。我们大力提倡的互利合作，是
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能源合作。

近期，我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就有一章专门聚焦
能源国际合作。由于能源是涉及国计民
生的战略性资源，各国能源合作都比较谨
慎。有些国家把能源合作门槛设得很高，
不愿别国介入，但发展是硬道理，能源领
域终究还是要合作的。中国就是国际能
源合作的受益者。2005 年我到乌兹别克
斯坦当大使时，我国 10 多亿人口天然气
消 费 量 不 及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的 3000 万 人
口。“蓝天保守战”打响后，我们大力推动
天然气使用，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哈萨克斯坦合作建成了中亚管道，这
是世界上在最短时间内建成的最长一条
管道，所有合作方都是受益者。这样的能
源合作，是卖方的需要，也是买方的需求，
是互利共赢的。

孙贤胜：确实，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

能源转型的共识下，欧洲宣布要在 2050年
前后实现碳中和，所以在未来的 20—30年
里，各个国家都在琢磨用好传统能源这笔

巨大的财富。现在特朗普考虑要把化石能

源放开，包括解禁对过去限制的一些国家

LNG、天然气的出口，我个人认为有这样

的因素在里面。

于洪君：多年前我访问中东国家时，当
地人就曾表示，中东地区必须实行产业结
构调整，因为未来油气的价值可能大大削
弱。现在一些国家急于把油气开采出来变
成财富，这对各方都有必要，因为传统能源
需求仍在。目前，我们和美国的关系非常
复杂，甚至可以说相当严峻，但我们同美国
开展能源合作还是富有成效的。能源合作
是我们扩大自主开放，实现全方位全领域
合作的重要方面。能源合作多元化是时代
潮流，一定要真诚、守信、互利、稳定，这样
才能共同受益、共同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始终高举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世界各国走
合作共赢、休戚与共之路。人类社会无
论有多少矛盾、差异、纠纷、冲突，归根到
底，在安全上、发展上是相互关联、密不
可分的。

孙贤胜：世界的发展靠能源安全的

支持，也靠普遍、友好的外交关系。一个

稳定的外交环境，有利于经济更快、更

好发展，人民也才能有更加幸福美满的

生活。

“你好，未来”能源金话筒高端访谈——

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国际能源论坛前秘书长孙贤胜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

部长于洪君对话现场。 张楠君/摄

尽管 COP29 已结束，但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包括为 2025 年于巴西贝伦召开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
方大会做准备。

对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
行秘书斯蒂尔表示：“我们需要放眼未来，
加倍努力。”

发达国家资金义务需明确

赵英民表示，COP29 达成的新气候融

资集体量化目标，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远远
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的
资金义务，必须进一步明确。

事实上，虽然发达国家承诺资金提高
3 倍，但 3000 亿美元仍然远低于发展中国
家认为的必要金额。有发展中国家代表
称，未能提供真正解决气候危机复杂性所
需的重要资源，对此深感失望。

印度代表对新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
标非常失望，称这笔资金“微不足道”，并
强调：“我们希望发达国家有更高抱负，而

商定数额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杯水
车薪’。”

一位岛屿国家的代表也表示：“我们不
能在气候变化大会结束后就好像什么事都
没有发生一样扬帆远航。我们的国家实际
上正在‘沉没’，我们这些脆弱国家跟发达
国家根本不在同一条船上。”

塞拉利昂代表指出，非洲国家对这
一结果感到失望，这表明发达国家缺乏
善意。事实上，3000 亿美元还不到科学
表明所需金额的 1/4，几乎不足以阻止气

候灾难。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内

部，对于这笔资金的分歧仍然存在。截至
COP29 闭幕，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
对 3000 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表示同意，但是
日本、瑞士和新西兰均表达出不同程度的
不满。

舆论认为，2025 年 1 月特朗普将重返
白宫，届时美国气候和能源政策如何变
化 不 得 而 知 。 特 朗 普 竞 选 时 就 明 确 表
示，胜选后将大力发展化石燃料并再次

带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同时，德国
和 加 拿 大 等 国 面 临 着 右 翼 政 党 上 台 风
险 ，这 些 右 翼 政 党 通 常 反 对 气 候 政 策 ，
认 为 其 成 本 过 高 且 可 能 对 经 济 造 成 负
面影响。

对此，斯蒂尔表示，设定新气候融资集
体量化目标是“人类的一份保险”。“这将推
动清洁能源持续稳步发展，创造更多就业
机会，目标是提供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
不过，就像任何保险一样，只有在按时全额
支付保费的情况下才有效。”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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