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日前举行的法国本届政府

第二次环境大会上，奥朗德

总统重申了他去年 9 月在

第一次环境大会上作出的承诺： 法国

要从以核电为主向再生能源多样化过

渡， 将核电在国家全部能源供给中的

比例由目前的 75%以上减少到 50%。

此前，奥朗德曾提出，2030年法国

对石油、 煤炭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

消耗要减少 30%， 到 2050 年要减少

50%。 他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设“循

环经济”的构想，即改变对传统能源的

依赖， 使经济发展不仅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还能促进就业和技术创新。

法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有限。 在

法国， 核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

保持良好环境的重要原因。 在法国电

力公司用户每月电费发票的背面，明

确标注了该公司 2012 年电力来源构

成： 核电占 80.4%； 可再生能源占

12.5%，其中水电占 7.8%；煤电占 3.1%；

燃气占 2.4%； 燃油占 1.2%； 其他占

0.4%。

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地震海啸导致

泄漏事故后， 法国主张减少核电比例

的民众曾经达到 60%以上。《巴黎人

报》 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法国

53%以上的民众支持政府逐步缩小核

电规模并向可再生能源多样化过渡的

计划，理由除了有关核电安全外，还有

维护核电站安全成本增加导致电价上

涨。

今年 4月间， 国际核能安全机构

的一份报告肯定法国核电站安全性能

法国政府提出“循环经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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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但同时也提

醒法国核电站 2012 年的小事故发生

率同比增加了 10%， 并警告法国电力

公司要维持核电站 60 年生产能力所

面临的巨大危险。 法国超过 80%的核

电站到 2017年将达到运行 30年以上，

这意味着事故风险和安全维护成本将

逐年增加。 所以，逐渐实现向混合和多

样的新能源过渡， 减少对核电的过度

依赖， 不仅是奥朗德总统去年竞选和

建立执政联盟时的策略， 也是法国能

源政策所面临的必然选择。 法国去年

提出的能源多样化目标就计划到 2020

年将风能发电规模提高到 23%。

从理论上讲， 投资发展新能源的

成本并不比维护和延长旧核电站使用

寿命高， 但资金问题依然是困扰法国

开始实施能源过渡计划的主要原因。

另外， 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技术上尽管

已不存在障碍， 但毕竟与核电生产的

方式截然不同。 奥朗德总统和埃鲁总

理去年曾提出增收“温室气体排放

税”，受到环保组织的拥护，并将在近

日提交的 2014 年政府预算中明确实

施步骤。 但在欧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任

何增加企业负担的措施都不受欢迎。

尽管相关法律草案已经过数月讨论，

但其表决和实施却要推迟到 2014 年

年底。 去年政府承诺对增加建筑物隔

温材料装修工程将减免增值税， 执行

起来也打了折扣。

核电毕竟是法国能源自给的一个

强项。 法国各界都认为，新能源要想达

到预期的生产规模并部分替代法国核

电，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奥朗德承

诺将在 2016 年底前关闭法国最老的

费斯内姆核电站， 但是要达到他竞选

时承诺的把核电规模减少到只占全国

能源供给 50%的目标， 则至少需要在

2017年关闭 10座核电站， 到 2020年

关闭 20座核电站。 对此，法国显然有

些举棋不定，也面临许多实际困难。 至

少目前看来， 德国自从决心放弃核电

而重新启用煤电， 已经造成碳排放增

加、电费上涨等不良后果。 默克尔第三

任期内是否会适当调整德国放弃核电

的能源政策，法国将拭目以待。

法国将于 2015 年担当联合国 21

届气候变化大会和第 11届《京都议定

书》签约各方会议的东道国。 奥朗德已

经提出， 要把法国建成“环境优良国

家”，并要求将“环境外交”作为法国外

交政策的优先选项。 近期内，法国无疑

将坚守对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以及向

“循环经济”过渡的承诺。 但从长远考

虑， 尽管核电使法国保持了环保优势

地位，但也必须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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