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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能源气候政策的 
动向、有效性与影响

陆 旸 王永中

【内容提要】特朗普政府大力发展化石能源政策的战略动机是降低美国的能源成本和通

货膨胀，吸引制造业回流，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向人工智能行业提供充足电力支持，同时通

过鼓励化石能源出口巩固美国能源主导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气候政策会增加全球油气供

给，巩固美国能源主导优势，阻碍可再生能源发展。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对中国来说是机遇

与挑战并存。机遇体现在促进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增强中国的谈判话语权；挑战表现

为原油进口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将面临更大的阻

力、中美在能源转型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竞争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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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与竞选中的特朗普并无本质差别，根据其竞

选纲领、公开言论和第二任期的初步行动，可

以基本判断美国未来能源环境政策的动向。然

而，特朗普一贯的行事风格是“取其上，得其

中”，他的承诺和主张可能不会完全“落地”。

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反复援引

“紧急权力”，然而很多政策仍然需要依据《行

政程序法》进行正式的规则制定，不可避免将

引发大量的诉讼，这对未来市场增加了更多的

不确定性。最终博弈的结果还要看共和党人在

能源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共和党选区的经济利

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以及政策是

否符合市场规律等其他现实的制约因素。这些

制约因素无疑将影响着特朗普政府能源气候政

策的有效性。可以肯定的是虽然特朗普的“目

标”与“结果”之间将存在差距，但其政策中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口

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让制造业重回美国”。无论结果如何，其在

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看起来似乎逻辑自

洽：在对外贸易上，通过提高进口关税税率，

削弱国外产品竞争力；在能源问题上，通过加

大化石能源产量，降低国内能源价格，增加企

业能源成本优势；在环境问题上，通过再次退

出《巴黎协定》放松环境管制，增加企业环境

成本优势。特朗普似乎总是在“成本”问题

上大做文章，试图通过政策手段创造出另一

种比较优势，从而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增加美

国就业机会。特朗普眼中没有环境问题，只

有成本问题，这是特朗普政府所有政策的逻

辑起点。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来看，办公桌前的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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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了他的战略意图和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因

此，有必要预判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并据此

提前作出应对。

一、特朗普政府能源气候政策动向

特朗普政府通过宣布全国能源紧急状况、

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设立国家能源

主导理事会、简化审批流程和放松管制等方

式，鼓励美国化石能源的投资开发和出口，为

美国的制造业、人工智能行业提供低成本电

力，同时反对拜登政府的气候议程，部分撤回

对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支持政策，削减新

能源补贴，退出《巴黎协定》，削减国际气候

融资。这些行动背后体现出特朗普政府未来四

年的整个能源环境框架和政策动向。

( 一 ) 化石燃料主导地位

特朗普在竞选中一直强调要“回归”化石

燃料的主导地位，批评拜登政府“浪费性地”

耗尽了战略石油储备，“可再生能源不可靠”

且“成本高昂推高通货膨胀”。这一主张在特

朗普 2.0 时代得到延续和强化。特朗普就职当

晚，白宫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宣布全国能

源紧急状态。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将赋予特朗普

政府额外行政权力，为其支持化石燃料的行动

铺平道路。例如，撤销拜登政府 2024 年发布

的暂停天然气出口政令以增加天然气出口，以

及 2023 年的一项停止在数百万英亩联邦土地

上钻探的备忘录以加快开发阿拉斯加地区的石

油和天然气资源。

这一行政命令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能

源的范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没有明确提出他

对部分新能源的态度，例如核能和地热能。目

前可以肯定的是，依据全国能源紧急状态，特

朗普政府将能源限定为“原油、天然气、凝析

油、天然气液、精炼石油产品、铀、煤、生物

燃料、地热能以及关键矿物”，但不包括风能

和太阳能。a从而，美国未来能源政策的调整

方向将转向传统化石燃料为主导，包括石油、

天然气、煤炭和关键矿物，允许新能源中的生

物燃料、地热能和水能进一步发展，但风能和

太阳能的发展将受到阻碍。二是特朗普 2.0 时

代的行事风格变化。与第一任期不同，特朗普

在第二任期试图通过利用现有法律框架内赋予

总统的权力，扩大其行政权力、审查所有对各

种能源的开发或使用造成“不当负担”的联邦

法规，尤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水

电和生物燃料，以促进化石能源开发。“师出

有名”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总体基调。特

朗普政府在未来四年大概率仍会寻找一切法律

边缘和模糊地带，实现其“化石能源主导”的

总目标。

针对不同的化石燃料，特朗普政府的具体

行动方向如下：第一，加大石油产量和开发力

度。特朗普誓言要增加美国国内石油产量，重

新填满战略石油储备，并宣称通过提高石油产

量让石油价格减半。此外，特朗普还希望让

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并摆脱对外

国燃料的依赖。第二，重启液化天然气出口许

可。拜登政府暂停液化天然气出口审批，特朗

普竞选期间承诺撤销拜登政府的这一决定。特

朗普就职后兑现了他的承诺，通过《释放美国

能源》行政令，重启了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

此外，特朗普还计划对新的油气基础设施项目

的审批流程进行简化，例如加快天然气管道的

审批。特朗普政府主要通过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和放松行政监管两方面入手，鼓励和扩大美国

液化天然气出口。第三，开放更多联邦土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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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

会通过扩大联邦土地供应、提高拍卖频率、加

快审批流程等措施，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

生产。《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中也提到政府

将促进阿拉斯加的能源开发、取消部分野生动

物保护区的开发限制。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

之间，特朗普显然再次选择了后者。第四，重

视煤炭行业发展。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特

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还公开表达了对煤炭行业的

重视。他认为，美国煤炭行业多年来“被环保

极端分子、疯子、激进分子和暴徒所控制”，

这使得其他国家得以通过建设更多燃煤电厂

取得更大经济优势。目前虽未有明确的政策出

台，但煤炭无疑已被特朗普政府纳入“释放美

国能源”的范畴。第五，通过放松监管加速能

源结构转型。特朗普宣称要大幅降低消费者能

源成本，承诺废除家用电器的能效标准和车辆

能效规定，计划撤销对燃油和排放标准的强制

规定，同时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提供税

收减免。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

仍会进一步放松能源环境监管，从而加速实现

其“化石燃料主导”目标。

( 二 ) 将关键矿产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关键矿物是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

电动汽车电池、电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几项关

键矿物法案获得了两党的支持。其中，拜登

时期通过的《通胀削减法》还针对新能源所

需的“关键矿物”b制定了详细的干预或限制

措施。例如，对关键矿物和电池组件的要求

为“2025 年投入使用的车辆中其电池中所含

关键矿物需要在美国提取或加工（或与美国签

订生效自由贸易协定的任何国家提取或加工，

或在北美回收）的比例不能低于 50%，此后

该比例逐年增加 10%，2026 年 12 月 31 日

之后投入使用的车辆中关键矿物含量不能低

于 80%”；“2025 年投入使用的车辆电池所含

组件的价值中在北美制造或组装的部分所占比

重不能低于 60%，此后该比例逐年增加 10%，

2028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投入使用的车辆需达

到 100%”。c从特朗普近期的行动来看，其

并无打算推翻《通胀削减法》中对关键矿产的

约束。甚至在此基础上，通过《释放美国能

源》行政令还进一步将关键矿产提高到国家安

全的高度。该行政令特别强调了“美国贸易代

表以及商务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必须审查

外国政府资助的矿产项目是否违反美国法律或

损害美国商业，以及对矿产进口的依赖是否危

害国家安全。国防部还必须进一步评估其能源

转型关键矿产的库存，并制订计划以确保在贸

易中断的情况下供应充足。美国地质调查局必

须考虑是否更新其关键矿物清单，包括铀”。d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需要可靠、多样化且价格

合理的能源供应，以推动其制造业、交通运输

业、农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并维持现代生活

和军事装备的基本需求。可以肯定的是，特朗

普任期内大概率会通过放开美国国内所有与清

洁技术相关的采矿和关键矿产开采来减少美国

对外国关键矿产的依赖。

( 三 ) 撤回拜登政府大部分可再生能源支

持政策

特朗普反对大多数清洁能源政策，声称

可再生能源不可靠且成本高昂。他称拜登政府

的电力政策是“扼杀行业、扼杀就业、亲华反

美”。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政府会对大量的

法规进行回撤，能源紧急状态仅是这一过程的

开始。但是，特朗普对可再生能源也并非持全

面否定态度，其仅反对风能和太阳能，但支持

核能和地热能发展。特朗普甚至在竞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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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公开批评风能和太阳能，认为其成本过高

而产出过低，尤其反对风力发电，并承诺停止

近海风力发电项目。其在就职后迅速采取了行

动，宣布暂停外大陆架所有区域的海上风电租

赁，并宣称对联邦政府的风电项目进行审查。

另一方面，核能这一低碳能源获得了美国两党

的广泛支持。特朗普政府在核能问题上的立场

与拜登政府相似，支持让现有的核反应堆继续

运行，并继续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e

在拜登政府时期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是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和能源投资方案，预计

投入 369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生产、碳减排以及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税收优惠

以进行节能改造。特朗普强烈反对《通胀削减

法》，认为这一法律以及其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

措施限制了能源开发并增加了成本。为保护美

国汽车工人和传统汽车市场，特朗普竞选中承

诺废除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并废除拜

登时期推动电动汽车普及的相关规定。f他还

表示将“停止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补贴中国电动

汽车电池企业”，以及“收回《通胀削减法》中

所有未动用资金”。特朗普重返执政后要求所有

政府机构立即暂停《通胀削减法》相关拨款，

其中就包括“电动汽车强制令”相关的财政拨

款及《通胀削减法》中的绿色资金发放。

特朗普强调在国际环境协议中将美国利益

置于首位，宣称退出《巴黎协定》、退出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达成的任何其

他协议、撤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的任何财政承诺、撤回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

划。此举将使美国不再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并

使未来美国政府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变得更

加困难。《巴黎协定》属于行政规定，退出不需

要参议院批准，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则是一项经参议院批准（2/3 多数票通过）的

条约。特朗普若要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必须同样获得参议院批准。g同时，特

朗普还可能终止美国在关键国际倡议上的合作，

例如解决森林砍伐问题。根据其第一任期的做

法，特朗普无疑将削减国际气候资金，削弱美

国对全球气候缓解和适应的支持，以及削弱对

多边开发银行资本的支持力度。在美国国内，

特朗普撤销了拜登政府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

上的大部分行政命令，终止所有环境正义相关

办公室、职位、项目和活动。未来四年，特朗

普政府在这一方向上的行动还将持续。

( 四 ) 设立国家能源主导理事会以推动化

石能源开发

最新成立的国家能源主导理事会（National 

Energy Dominance Council）由内政部长伯

格姆领导，能源部长赖特担任副手。新理事会

将负责向特朗普提供具体政策建议，协调联邦

各机构的能源政策，并简化石油、天然气、电

力和其他能源资源的许可、生产和批发。特朗

普将重组联邦政府机构，并解散或取消环保相

关机构特定预算、人员和计划，未来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和美国环保署等机构将因其

在气候变化和广泛监管政策方面的工作而成为

政府效率部的特别目标。同时，特朗普誓言通

过改革审批流程推动能源开发，其在竞选时表

示将“消除所有导致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停滞不

前的繁文缛节，包括加快批准通往宾夕法尼亚

州、西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马塞勒斯页岩区的

天然气管道”，以及“阻止环保极端分子发起

的一波又一波毫无意义的诉讼，这些诉讼使关

键的能源开发项目停滞多年”。他的这些言论

针对的是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及其实施条

例，该法要求联邦政府决策不能导致环境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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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依据该法可以对任何潜在造成环境影响的

项目进行审查。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通过对

《国家环境政策法》的修订，以简化这些项目

的审批流程。

二、特朗普政府大力发展化石能源
产业的战略图谋

特朗普政府大力发展化石能源的战略动机

一方面是降低美国的能源成本和通货膨胀，吸

引制造业回流，向人工智能行业提供充足电力

支持，抵消关税的通货膨胀效应，降低居民生

活成本；另一方面是鼓励化石能源出口，巩固

美国能源主导优势的同时通过削减新能源补贴

以降低财政赤字。

第一，兑现竞选承诺，推动制造业回流

美国。美国新能源的使用成本远高于化石能源

与核能，光伏与天然气的毛发电成本相差近 5

倍。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居民的日常生活支出和

交通成本上升，以及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削

弱了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扩大投资意愿。能源

使用成本的上升，还将部分抵消特朗普减税政

策的效果，不利于美国吸引大企业回流和再工

业化。因此，“释放美国能源”的一个重要目

标是降低能源成本、吸引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回

流。特朗普政府相信，放宽化石能源发展的限

制措施，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

应，在未来 7 年内，预计美国每年可以多创造

1000 亿美元的 GDP 和 50 万个工业岗位，工

人收入将逐年增长 300 亿美元。

第二，抵消关税政策导致的国内通胀压

力。特朗普政府在关税上的动作不会停止，未

来四年美国与中国、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仍会

持续。关税壁垒在创造美国产品价格优势的同

时，也势必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因此特朗普急

需通过另一种途径抵消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

此时，通过释放能源产能、降低美国国内能源

价格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特朗普声称要加大

对页岩油气行业的税收优惠力度，通过提高石

油产量让石油价格减半，计划将美国每日油气

产量增加 300 万桶油当量。无论这一目标能否

实现，降低能源成本都是对冲关税成本的自然

选择。

第三，削减新能源补贴，减轻政府财政

负担。拜登政府清洁能源政策的一个负面效应

是，政府给予新能源的财政补贴成本过高。新

能源行业得到了远多于常规能源的补贴，单位

发电补贴是常规能源的数百倍，其中太阳能的

单位发电补贴是煤炭的 375 倍。在减税和增加

基础设施投资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

新能源发展补贴，力图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实现了从能源进口向

能源出口的转变。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显然并

不满足于扩大能源产品出口、逆转能源贸易赤

字，还寄希望于通过发展能源产业，拉动美国

经济增长和减轻美国债务。

第四，加速实现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地

位。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政策导致

美国丧失了能源主导权，其在竞选中声称要重

新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希望让美国成

为全球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从而大幅降低对外

国能源依赖。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是特朗普

政府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能源独立的基础

上，特朗普又提出了能源主导的目标，期望利

用美国的化石能源禀赋优势，强化对全球能源

的领导权，将能源打造成为美国经济霸权的一

个新支柱，通过扩大油气和煤炭的出口获取新

的财富和权力。具体计划是增加油气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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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美国能源优势的同时，将提升能源出口

能力作为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的一个

重要途径。特朗普政府鼓励投资油气基础设

施，将能源出口作为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创造的重要引擎，以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油

气供应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第五，抢占人工智能领域的市场先机。随

着人工智能（AI）数据中心的飞速发展，美国

的用电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但美国有限的电

力供应能力成为短板。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

府宣布成立国家能源主导理事会，推动电力发

展，以助美国在AI 竞赛中跑赢中国。特朗普

就职后明确表示，要为美国所有AI 数据中心供

电，至少需要将目前的电力产能增加一倍。据

预测，美国数据中心的年度能源消耗量可能介

于 74吉至 132吉瓦时，相当于美国整体用电

量的 6.7%至 12%。因此，为AI 提供低成本电

力也是特朗普能源政策的目标之一。特朗普政

府宣布将通过全国能源紧急状态声明，加快发

电厂的审批流程，并建议电厂使用煤炭作为应

急备用电源。

三、特朗普政府能源气候政策的效
果评价

凭借共和党掌控国会的优势条件，特朗普

在第二任期有机会推行其所有的能源环境政策

主张，如支持国内化石燃料生产、反对拜登政

府的环境和气候议程等，而且这些政策还会与

大幅放松联邦监管和削减财政开支相结合。特

朗普政府的能源气候政策目标可能会面临的挑

战包括市场的反应、有效运用行政权力、保持

共和党在立法方面的团结以及解决白宫与国会

共和党人之间的政策分歧等。

第一，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油气的产量和

价格影响有限。放松管制、鼓励勘探显然将有

助于美国油气产量的增加。美国能源信息署在

2025 年 3 月发布的报告中将 2025 年美国石

油产量预测值上调至 1361 万桶 / 日，较上月

预测增加 20 万桶 / 日。不过，美国油气企业

属于私人企业，油气市场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

市场，美国总统虽然能够对市场施加影响，改

变能源企业的预期和投资行为，但无法直接干

预能源企业的油气产量决策。美国油气企业通

常为价格接受者，油气价格上涨时增产，价格

下跌时减产。而且，油气商品的短期供给弹性

小，油气企业通常均满负荷生产，受制于产能

的限制，油气价格的上涨并不能立即导致产量

的增长，而是需要增加钻井等设备投资，这

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特朗普政府在能源环

境上的政策变化的确会让美国石油勘探变得

更容易、成本更低，但这并不能保证石油产量

会大幅增加。因为美国的石油产量已处于历

史高位，全球石油需求因特朗普关税而增长停

滞，若美国原油产量大幅上升会导致油价显著

下跌，这不利于油气厂商的利益，从而能源企

业缺乏增产的动力。因此，特朗普宣称的石油

增产目标和价格减半目标都难以达到预期。另

外，美国地方政府对美国化石、可再生能源行

业的投资决策和发展方向也拥有巨大的影响

力，特别是民主党执政的一些州会对特朗普的

能源气候政策形成一定的对冲。例如，尽管特

朗普在第一任期不遗余力支持化石能源的发

展，但美国的碳排放量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拜登政府试图加快清洁能源转型，但是在他的

任期内，美国石油产量却创下新高。

第二，特朗普政府能源环境政策与共和

党主流政策主张存在潜在冲突。美国共和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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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问题上的主流政策立场是采取“全方位能

源”政策。所谓“全方位能源”是支持石油和

天然气以及美国国内所有其他能源形式（包括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核能）的一系列政策

简称。h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将太阳能和风能

排除在能源范畴之外，这一立场与共和党主流

政策主张存在冲突。此外，许多共和党国会议

员都表示支持拜登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

术的政策举措，因其为所在选区带来了经济利

益。例如，风能和太阳能在得克萨斯州、俄克

拉何马州和北达科他州等共和党执政的红州已

成为庞大的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

的政治立场。这一潜在冲突可能影响未来美国

能源环境政策的走向。可以预见的是，《通胀

削减法》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中能让

共和党州受益的条款大概率会被保留。

第三，特朗普政府能源气候政策将在美国

国内引发大量诉讼。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誓言要

重启其激进的去监管化行动。依照特朗普第一

任期的行事风格，其在第二任期依然会在国内

和国际上有惊人的行动，从而引发法律争议。

例如，总统能否在国会未采取行动的情况下，

要求诸如核管理委员会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这样的独立联邦监管机构修改《国家环境政策

法》相关规定。虽然国会两院共和党占据多

数，但是要想轻而易举地撤销或修订现有法案

也绝非易事。首先，废除该法案需要在众议院

和参议院都获得多数票。其次，修改法案还涉

及法律框架内设机制。修订或废除现有法规需

要遵循《行政程序法》。通常，撤销法规的流

程必须与其制定流程相一致。如果一项法规是

通过通知和评论程序制定的，那么该机构就需

要遵循同样冗长的过程。按照既定程序，需要

利益相关者参与、信息收集和技术分析，可能

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不确定性显然会

让特朗普政府的能源环境政策大打折扣。

四、特朗普政府能源气候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气候政策毋庸置疑会增

加美国油气产量，巩固美国在全球化石能源供

应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但其在发展清洁能源和

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消极态度，将不利于美国新

能源产业的发展，削弱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领导力，加大欧洲与美国在能源转型和碳关

税问题上的分歧。

第一，增强美国油气主导地位。特朗普

政府能源战略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增加油气的产量和出口，提升美国能源

优势，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油气供应格局

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油气产量的显著增长，无

疑将提升美国在全球油气供应版图中的优势

地位，有助于美国借助乌克兰危机将俄罗斯油

气彻底挤出欧洲市场，加大欧洲对美国油气

的依赖度，增强美国原油、天然气期货基准价

格——WTI、亨利中心价格的全球价格风向标

地位，削弱欧洲油气期货价格基准的国际影响

力。2024 年 6 月，欧洲布伦特基准原油中纳

入 WTI 原油，意味 WTI 油价和美欧之间的海

运成本将在较大程度上决定布伦特油价。若美

国成为欧洲的主要原油供应方，布伦特油价势

必沦为 WTI 油价的“影子价格”。

第二，阻碍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体现在：

一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美国政府在制定清

洁能源政策时往往缺乏长期稳定性和连续性。

政党更替和总统更换给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政策的改变经常会导

致清洁能源产业的停滞或放缓。二是特朗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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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气候问题，只有成本问题。只有脱碳相

关清洁技术成本大幅下降，且性能得到大幅提

升，特朗普才会考虑碳减排相关的技术。在特

朗普第二任期，他可能鼓励发展那些具有高出

口潜力的新技术，比如电池储能、碳捕获与封

存、先进核反应堆以及增强型地热系统等。三是

限制电动汽车的发展空间。特朗普在竞选时明确

表示将推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目

前与“电动汽车强制令”相关的财政拨款已被

暂停，此举必然削弱新能源汽车在环保方面的

优势，从而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

第三，削弱美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国际领

导力。拜登政府新能源政策的核心是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试图重塑清洁能源全球领导力。然

而，特朗普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持怀疑态度，

认为气候问题是一个“骗局”。近期白宫宣布

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框架下达成的任何其他协议和财政承诺，

表明美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已不再具有权威

性。因此，基于《通胀削减法》所设立的众多

气候项目前景变得不明朗。特朗普政府执行的

与全球低碳减排背道而驰的举措会严重损害美

国的国际信誉，并丧失国际领导力。同时，特

朗普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和对欧洲绿色协议的反

对可能使欧盟在气候外交中处于孤立境地。欧

盟为免受影响，可能会加强其全球气候领导力，

推动成员国克服政治分歧，追求脱碳目标，同

时提高工业竞争力并加强欧洲大陆的安全。

第四，美欧围绕碳税问题的贸易摩擦加

剧。2025 年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即将生效，欧盟依据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对美

国产品征收碳税，除非这些产品在美国国内已

被征收相同碳税。这将给美国达成“碳价”协

议带来压力，可能加剧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

如果美国不与欧洲达成协议，其出口到欧盟

和英国的产品就面临着被征收关税的风险。但

是，这又回到了特朗普一贯的关税议题上，以

其行事风格，很可能会选择“对等”地增加关

税。因此在高碳产品贸易上，美欧之间存在潜

在的贸易摩擦风险。

五、特朗普政府能源气候政策对中
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鼓励化石能源、抑制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政策对中国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作为最大的能源进口国，美国页岩油气

产量和出口的爆发性增长，有助于增加全球油

气供应，促进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增

强中国的谈判话语权；另一方面美国强化对伊

朗、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制裁，对中国的原油

进口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中美在可再生能源

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在能

源转型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竞争将加剧。

第一，有利于我国推进油气进口渠道多元

化，提升我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议价能力。表

现在：一是美国油气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俄

罗斯油气出口将可能因俄乌冲突的降温和美国

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放松而上升，这将增加全

球油气供给，有利于提升中国在资源国油气外

销市场中的地位；二是中国从美国适量增加油

气进口，可降低对中东、俄罗斯和中亚等地区

的油气依赖度，实现进口渠道多元化；三是中

国从美国进口现货天然气，有助于改变亚太地

区油气挂钩的定价机制，缩小“亚洲溢价”，降

低天然气进口成本，增强天然气进口的灵活性；

四是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油气依赖度和关注度的下

降，减少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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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国家能源贸易投资合作的外部阻力。

第二，加大油气和关键矿产进口的地缘政

治风险，气候合作将难以发挥缓冲中美关系的

作用。表现在：一是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主导战

略将成为巩固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支柱，对深

化中美能源合作、稳定中美关系构成障碍；二

是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制裁的强

化，对中国地方石油炼化企业进口折扣率较高

的伊朗、委内瑞拉原油构成较大的合规风险；

三是美国的干扰破坏和“去中国化”行为，对

中国能源转型关键矿产的进口渠道稳定和海外

资产安全形成威胁，削弱中国在关键矿产精炼

加工领域的优势地位；四是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构成障碍，不利

于中美在碳排放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不利

于中国运用气候合作这一工具来稳定中美关系。

第三，加剧能源转型关键矿产博弈竞争。

中美在能源转型关键矿产领域的大国博弈可能

升级。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能源转型关键矿产

供应链中的参与保持高度警惕，一直推动产业

链的本土化、多元化和“去中国化”。特朗普

将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保供上升至国家安全的高

度，在第一任期曾运用行政命令和《国防生产

法》推动关键矿产生产，联合重要矿产资源国

发起“能源资源治理倡议”，以降低对中国关

键矿产依赖度。未来，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和经

贸摩擦的加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争夺必会

加剧，中国运用镓、锗、石墨、稀土等关键矿

产出口管制工具反制美国的“脱钩断链”行为

将更加有效。

第四，清洁能源产品对美出口将面临更大

阻力。在拜登时期，美国清洁能源发展较快，

但美国国内供应链供给能力不足，本土清洁能

源企业的生产能力完全不能支撑其庞大的市场

需求，目前美国大部分清洁能源产品都需要进

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发电设备生产

国，曾是美国清洁能源设备的主要供应方，直

至美国对中国输美的清洁能源产品施加种种贸

易限制。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实行的限制清洁能

源发展政策，会进一步压缩美国清洁能源的市

场空间，使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美国面临新的

考验。在市场因素之外，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

国的可再生能源产品和技术实施额外限制或关

税，已经在美国建厂并期待《通胀削减法》补

贴的中国公司将面对更多障碍和不确定性。

第五，电动车企业对美投资存在多重不确

定性。特朗普对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开拓美国市

场态度复杂。一方面，特朗普声称要对进口的

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任何必要的高关税，以防止

中国电动汽车大量涌入美国；另一方面，他曾

在竞选集会等场合表示，欢迎中国汽车制造商

到密歇根、俄亥俄或者南卡罗来纳等地投资建

厂造车，并且雇佣美国工人。如果中国车企不

在美国建厂，而是借道墨西哥等地出口美国，

将对其征收 200% 的关税。但特朗普政府的新

能源政策对电动汽车并不友好，不利于电动汽

车市场的快速扩张。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萎缩

必然会阻碍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在美国的市场拓

展。此外，由于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在电气化和

智能化方面存在一定优势，特朗普政府可能要

求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成立合资工厂，一旦中

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甚至不排除以行政手

段要求中国企业分享技术机密的可能性。这种情

况在美国政府对TikTok的处置意见上已现端倪。

六、对策建议

中国既应以中美能源贸易迅速发展为契



127 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5 年第 2期（总第 18 期）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区域国别研究

机，推进与美国在页岩油气、清洁煤、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技术和投资合作，又应警惕特朗普

政府的能源主导战略及其对全球地缘政治的负

面影响，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和安

全合作，保障区域能源供应和运输安全。

第一，中国应以中美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为

契机，推进双边油气贸易投资合作。若中美有

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中国可以考虑大幅增加

美国的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进口，以 WTI 原

油价格、亨利中心的天然气价格为基准价格，

与美方签署长期大额原油、液化天然气购销协

议，以缩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同时提高中国

油气进口多元化程度。中美可互相降低投资壁

垒，促进双方在页岩油气、清洁煤和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投资与技术合作。中资企业可在非常

规油气的上游勘探开采和下游炼化以及清洁

煤、光伏和风电等领域，积极寻求与美方的合

作。中国可鼓励美国企业参与中国页岩油气田

的勘探开发，建立技术服务共享机制，以促进

中国页岩油产业的发展。强化现有的中美能源

合作平台，如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清

洁煤炭技术联盟、中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

等，深化双方能效合作。中国还应充分发挥中

美地方与私营部门的能源气候合作潜力。可再

生能源已经为美国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提供了

可观的利润和就业，地方层面可能要求特朗普

政府采取更多的政治实用主义，这为中美继续

地方层面的合作提供了机遇。

第二，积极同欧盟构建清洁能源合作机

制，推动和引领全球气候合作。特朗普政府在

清洁能源和气候方面的立场使美欧在清洁能源

发展路径上分歧加大，其对全球气候多边努力

的破坏可能加剧欧盟和美国的外交摩擦，这为

中国深化与欧盟的清洁能源技术和气候合作提

供了契机。欧盟一贯奉行减少碳排放和提高可

持续性承诺的政策，倡导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

取行动。气候行动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推动可为

中国加强与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提

供机会，包括深化绿色技术、可持续城市发展

和环境政策方面的合作。中国可面向欧盟构建

务实高效的清洁能源科技合作机制，通过共建

实验设施、共同研发项目、举办学术论坛等途

径，强化政府、地区、企业和高校间的商业往

来与技术交流。同时，中国在碳减排和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应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设立全

球性清洁能源创新研究基金，汇聚全球创新要

素，搭建清洁能源全球伙伴与协同创新平台，

并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协会协作，踊跃投身清洁

能源技术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工作。

第三，利用特朗普新政形成的窗口期，加

快清洁能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朗普政府对

清洁能源所采取的消极政策将延缓美国清洁能

源产业的发展步伐，但为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

技术创新和全球拓展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中

国应利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可能出现的短暂低

迷期，毫不动摇地推进清洁能源事业发展，在

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产业已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基础上，加快氢能、储能、先进核能等关

键技术攻关，力争全面攻占全球清洁能源技术

前沿领域。一方面着重在氢能、储能、先进核

能等关键领域加大创新投入，抢占技术制高

点；另一方面促进多种清洁能源协同发展，借

助市场竞争机制降低清洁能源应用成本，巩固

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竞争优势。

第四，加快新能源相关金属矿产的海外

布局，适当增加关键矿产储备。按照目前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技术路线看，锂、镍、钴、铜等

关键金属矿产在未来能源转型中的地位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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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当前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和大国博弈竞争

加剧的情形下，既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

资源丰富的非洲、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开展矿业

投资、金属冶炼和加工、商品贸易等合作，不

断完善当地生产、加工以及港口、物流等供应

链建设，提高关键金属矿产价格定价权；又要

引导中资企业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充分利用东

道国的法律制度和双多边经贸协议，防范潜在

的东道国政府毁约行为和美国破坏活动。在市

场时机合适时，应考虑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资

金，增加锂、镍、钴、铜等国内紧缺的关键

性、战略性矿产的储备规模，这不仅有助于降

低关键矿产的潜在供应中断风险，也有利于外

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

办项目“国际经济形势跟踪与全球经济治理研

究”（2024YZDJ02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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镧、镥、镁、钯、铂、镨、铑、铷、钌、钐、钪、钽、

铽、铥、钛、镱、锌、锆。

c   The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PUBL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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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gov/117/plaws/publ169/PLAW-117publ169.

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4月 10 日。

d   The White House, “Declaring  A National  Energy 

Emergency”, 2025-01-20, https://www.whitehouse.

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claring-a-national-

energy-emergency/, 访问时间：2025年 4月 10日。

e   Gross S., Sall L., “Trump has big plans for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but can he  implement  them?”, 2024-

7-30,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ump-has-

big-plans-for-climate-and-energy-policy-but-can-

he-implement-them/, 访问时间：2025 年 4月 10 日。

f   包括终止联邦政府必须购买电动汽车的硬性要求、从建

设的电动汽车充电站中撤资、撤销拜登政府对电动汽车

的补贴、取消加州从 2035 年开始在全州范围内禁止销售

仅使用汽油的新车的禁令、终止《通胀削减法》中 7500

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

g   Bellinger J. B.  III, “Trump Has Promised Swift, Bold 

Actions as President. Will They Be Legal?”, 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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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Domonoske C., “Under Trump, an ‘all of the abov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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