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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立陶宛的绿色经济计划在布鲁塞尔获得

最高评分

7 月 2 日，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

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与立

陶宛总统吉他纳斯·瑙塞达（Gitanas Nausėda）、总理因

格丽达·西莫尼特（Ingrida Šimonytė）在联合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欧盟委员会批准立陶宛的国家复苏和复原计划

（ Lithuania's national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 ） 。 此 次 会 议 在 维 尔 纽 斯 变 电 站 （ Vilnius

Transformer Substation）举行，该变电站是立陶宛能源

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计划，欧盟（EU）将拨

款 22.25 亿欧元用于新冠疫情后国家经济转型项目，重点

是在绿色发展和数字化政策的发展进行公共投资。正如冯

德莱恩（von der Leyen）在维尔纽斯发表的声明表示，立

陶宛计划将拨款的 38%都用于支持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欧盟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正如我们在立

陶宛看到的那样，大规模的投资都将用于清洁能源、风能

和太阳能的生产和储备”。除此之外，负责人还特别赞扬

了立陶宛将绿色转型与对公共服务和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

的投资结合起来的决定，其中包括对 5G 和高速网络的大规

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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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绿色发展和数字化政策措施的概述，这些措施

是经批准的国家复苏和复原计划的一部分，它概述了总体

政策框架及其主要驱动因素。此外，它还考虑了已批准的

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计划对于实现《巴黎协定》下的国家目

标和针对具体影响领域的相关性。

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下文简称为《巴黎协定》）于 2016 年 11

月生效之前，欧盟及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主要是针对那些

独立于工业和社会政策而制定和推行的。经济政策基本上

可以说是欧盟成员国的特权，在各个部门有序推行实施。

相比而言，环境政策的实施却是支离破碎的，这也反应了

负责环境保护的国家和欧盟监管机构的不同职责。

《巴黎协定》为每个签署国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即

在现有科学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实施积

极的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目标是将全球变暖控制

在 2 摄氏度以下，最好是 1.5 摄氏度，低于工业化前的水

平。实际上，《巴黎协定》为整合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

社会方面的跨部门政策创造了动力。立陶宛等较小的欧盟

成员国迅速开放个别政策领域，积极响应欧盟委员会协调

进程，并制定了进取的、体系化的综合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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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评估个别国家的计划时，欧盟委员会对欧盟

成员国提出的计划给出了最高的评分，这些计划表明欧盟

成员国准备更加灵活，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更高层次的综

合性方法更加开放。委员会确定了投资和改革的七个旗舰

领域，并邀请成员国提交其国家计划，国家计划需根据欧

盟复兴基金（the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简称为 RRF）政策框架来规划具体措施。拟议的领域包括清

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建筑能效、可持续交通和充电站、

宽带服务公共化 、公共行政数字化、数据云能力和可持续

计算资源（sustainable computing resources）、支持数

字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欧盟委员会根据 11 项标准对每个提交的国家计划进行

评分，其中 A 表示最高分，B 和表示最低的 C。立陶宛的国

家复苏和复原计划虽然提交时间较晚（5 月 17 日），但仍

是少数几个在每项标准上都获得 A 的国家计划之一。欧盟

委员会对立陶宛国家发展计划如此高的评价与该进程开始

时对立陶宛环境政策的评价形成了鲜明对比。

2021 年 4 月，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报告，根

据《巴黎协定》以及相关的欧盟和国家立法，依据国际承

诺和国家绿色发展的政策目标，对立陶宛的环境和环境政

策进行评估。根据经合组织对其现状的评估表明，尽管立

陶宛的总体表现在过去十年中有所改善，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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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并与经济增长脱钩，但人均排放量却增加了。化石

燃料和生物质燃烧的排放量也有类似的趋势，其排放占据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大部分。虽然立陶宛的人均温室气体

排放量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但自 2010 年，特别是

2013 年以来，排放量却一直在增加。

运输部门是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约占 2017

年总排放量的 28%，其次是能源部门，占 27%，农业占

22%，制造业占 18%。由于农业生产在立陶宛经济中所占份

额很高，农业部门的排放量尤为突出，几乎是经合组织平

均水平的两倍。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立陶宛由于空

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率最高。其能源效率也是一个令人关

切的问题，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经合组织指出，立陶宛

不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CO2 tax），并拥有经合组织中最

高的化石燃料补贴。经合组织认为，二氧化碳排放税可以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征收：根据每个行业部门对环境和气候

变化的贡献，来有效协调每个部门应支付的税款。立陶宛

不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而且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汽车燃

料、汽油和柴油消费税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在去年，立陶

宛推出了车辆购置税，根据其排放量来征收相应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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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专家认为，要实现 2030 年气候减排目标，需

要大幅减少排放量，如果只是通过采取缓慢的措施是无法

实现。因此，立陶宛如果想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进行

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变革。

国民经济循环度低是阻碍立陶宛经济绿色转型的障碍

之一。分析家们估计，立陶宛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材料

和资源只有 2.4%被回收并进一步用于经济领域中。荷兰作

为欧盟推行循环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它的这一数字为

24.5%，并计划截止到 2030 年将这一数字提高到 54%。立陶

宛在这方面表现不佳的原因是高能源密集型第二产业在经

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它依赖进口初级材料和能源。立

陶宛的房地产行业、建筑业、商品和消耗品的制造业、服

务业和机动车行业是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几个部门。

为了提升经济的循环性，并减少消费和生产过程中的

排放，立陶宛政府选择通过国家复苏和复原计划对技术和

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这将减少对能源进口的需求，并

通过资产和流程的数字化改善经济发展方式。

立陶宛在可替代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及能源储存和

传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持，对它的绿色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根据国家复苏和复原计划，立陶宛将拨款 8.23 亿欧

元，用于发展海上风力基础设施，支持建设陆上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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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工厂（包括太阳能和风能计划）、个人储能设施和可再

生能源社区，以及安装其他电力存储基础设施。

在机动车行业方面，立陶宛计划用零排放和低排放车

辆取代公共部门和企业所使用的污染严重的运输车辆。为

了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质量和吸引力，他们采用零排放或

低排放车辆来升级公共交通车辆，并为使用可替代能源的

汽车建立充电和加油基础设施，以此来促进生物甲烷、第

二代液体生物燃料和氢气等可替代能源行业的发展。

计划通过增加对建筑翻新一揽子计划、提高翻新标

准、市政发展计划、可持续城市发展计划、地区翻新项目

的投资来提高能源效率，以确保提高房地产行业的能源效

率。

共计有 4.48 亿欧元专门用于公共部门数字化领域的投

资。其措施包括：通过充分整合国家信息资源，信息技术

（IT）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可靠的公共部门数据，并使

各部门之间能够共享这些数据；全面实现政府流程数字

化，扩大数字公共服务，同时确保所有数字公共服务对残

疾公民无障碍。下一步措施还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

及千兆速宽带，以此来支持 2025 年在全国公路和铁路系统

完成陆路运输走廊的 5G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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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复苏和复原计划，我们

可以看出，一些欧盟成员国从欧盟复兴基金所获得的资金

支持份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小，但是这些国家却制

定了相关国家计划，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绿色发展和数字化

转型方面。相比之下，那些从欧盟复兴基金获得较多资金

支持的国家有更多样化的计划，他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与

绿色发展和数字化政策并无直接联系的领域中。立陶宛的

计划是最注重经济和社会根本转型的计划之一，其计划将

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影响将涉及到立陶宛的生

产、消费乃至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立陶宛政府表

示，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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