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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將於 8月
中開始禁運俄產煤
炭，如今歐洲多國重
啟燃煤發電，只得尋求
從他國進口。據報歐洲
買家已增加南非和印尼的
煤炭採購量，單是今年前5
個月，歐洲國家從南非主要煤
炭出口港進口的煤炭，便較去年
全年進口量高出40%。煤炭儲量豐
富的印尼，也陸續收到來自德國等國
的大額訂單。
路透社引用南非理查茲灣港數據顯

示，該港截至今年5月底，合共向歐洲
國家出口約324萬噸煤炭，佔出口總量
約15%，遠超去年全年對歐出口的232
萬噸。以荷蘭為例，該國今年2月前並
未從理查茲灣港進口任何煤炭，但3月
至5月期間進口127萬噸，成為該港第
4大煤炭出口目的地。法國同期也從該
港進口46萬噸煤炭，較去年全年增加
近7倍。
印尼煤炭開採協會執行董事西納迪
亞透露，印尼已開始向德國、波蘭、
意大利、西班牙及荷蘭等國出口煤
炭。西納迪亞表示，歐洲各國訂單事

出突然，印尼短期內較難上調生產目
標。印尼部分煤炭開採企業也開始計
算煤炭長期市場潛力，希望避免因大
幅提高產量，導致近期居高不下的煤
炭價格重現波動。 ◆綜合報道

法國有多達80%電力來自核
能，是全球最依賴核電的國家，
但當地核電業界近年卻面臨嚴重
問題，發電量上月更降至1993
年以來最低。分析指出，法國核
電業多年來延誤投資和改善、人
才流失，出現當前困境完全是自
己的問題。
全法國有56座反應堆，僅次
於美國；全歐盟有四分之一電力
來自核能，法國核電廠就負責其
中一半。在俄烏衝突後，歐盟決
心擺脫俄國天然氣和石油，俄羅
斯也藉由減供天然氣來施壓，使
歐洲能源價格高漲，法國原本被
視為歐洲能源轉換過渡期的希
望，結果法國非但不能輸送更多
電力給鄰國，反而面臨今年冬天
要輪流停電，甚至需進口電力的
狀況。
管理法國核電廠的法國電力公
司（EDF）負債高企，當地目前
有多達一半的反應堆停運，它們
不少都出現各種問題，例如腐蝕
裂縫、天氣過熱導致冷卻困難
等。分析指，法國核電廠大多建
於1980年代，數十年來缺乏投
資；專業人才因此不斷離職或退
休，EDF失去技術傳承和發展能
力，無論是維護現有的發電廠或
加蓋新廠來取代舊廠，都是力有
不逮。
若要恢復法國的核電實力，摩
根大通建議應該將 EDF 國有
化，並重新建造新的核電廠，這
樣對法國和歐洲而言也是最好出
路。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成小智多倫多報
道）加拿大的士、Uber和叫車服務司機在疫
情嚴峻期間的生意額直插谷底，他們原本寄
望在疫情後否極泰來，但各地平均油價持續
徘徊在每公升2加元水平，已經對他們能否繼
續從業構成沉重壓力。全國各地油價較1年前
約1.33加元升近一倍，不少司機對應否全面
復業裹足不前，估計現時在街上行走之的士
數量較疫情前減少一半。
的士、叫車服務和送遞外賣餐飲的司機需

要自付油費，令到他們賺取的實際車費經扣
除尚未見頂的油費後
大幅「縮水」。Uber
公司對屬下司機提供
每次車程汽油補貼35
或50加仙，但細小補
貼難以抵消各種支出
的升幅。入行26年的
多倫多的士司機Ali
直言油價暴升實在難
以負擔，好比「頭上
有一把刀」。他提到

不少同行考慮轉行，不欲變成油商的「奴
隸」。

加滿油需120加元 超疫情前一倍
各地政府在疫情受控下相繼撤銷限制後，

市面逐漸回復正常狀況，除了商舖生意轉旺
外，各式各樣的文娛康樂活動重現，音樂
會、體育比賽和社交活動亦爭相舉行以吸引
消費者。民眾出外消遣應可以為的士和Uber
司機帶來生意，但油價急漲足以令司機得不
償失，他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補貼，幫助他
們捱過難關。根據估計，的士司機現在裝滿
油箱要付出120加元，遠超疫前只要60加
元。
多倫多Beck的士公司負責人哈伯德表示，

的士司機正設法擺脫新冠疫情造成的打擊，
但油價和保險費飆升造成他們每月增多數百
加元支出，迫到他們透不過氣。在疫情前，
多倫多有約1,800輛的士營運，但現在減到只
有1,100輛。全國各地有很多職業司機是新移
民，他們對抗疫情和通脹的能力遠低於一般
民眾，若未能獲得政府支援，前景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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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的士司機紛轉行加國的士司機紛轉行 免成油商免成油商「「奴隸奴隸」」

印尼南非接大量訂單 成俄煤炭代替品

俄減供天然氣致歐多國走回頭路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上周以機組維修為由，大幅減少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促使多

國紛紛採取措施應對。

德國減排目標不變

德國經濟部19日宣布，將限制使用天然氣發電，改採燃燒煤炭的火力發電。德國
稱，讓即將退役的燃煤電廠繼續發電是痛苦的決定，但表示2030年讓所有燃煤電廠
走入歷史的目標不變。

法國靠核電苦撐

法國在面對天然氣短缺的同時，還身陷國內要求綠能聲浪高漲的困局。法國電力
集團（EDF）靠核電提供全國80%電力，但現有56個核反應爐有半數停擺或正在
維修及補充燃料。早在今年1月，法國就已讓僅存的兩座燃煤電廠增加供電，以補
電力短缺，如今勢將進一步擴大對核電和煤電的依賴。

意大利遠水難救近火

意大利埃尼能源集團19日宣布加入卡塔爾能源公司在全球最大天然氣田擴張產量
的計劃，不過該計劃要到2026年才投入生產。與德國一樣，意大利目前只能依賴煤
炭，補充天然氣的不足。

奧地利重啟封存燃煤電廠

奧地利80%天然氣供應靠俄羅斯，當局19日宣布將重新啟用南部一座封存的燃煤發
電廠，以應對因天然氣供應減少導致的電力短缺。

荷蘭考慮取消燃煤限制

荷蘭能源部前日表示可能會採取措施增加天然氣庫存，意味有可能增加燃煤發電。荷蘭
現有的煤電上限為35%，專家表示為因應當前情勢，應予以放寬。 ◆綜合報道

施壓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
自己卻違減排承諾走回頭路

◆◆歐盟將於歐盟將於88月中開始禁月中開始禁
運俄產煤炭運俄產煤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的士司機吃盡疫情的士司機吃盡疫情「「苦苦
頭頭」」後後，，又面對油價暴漲又面對油價暴漲
威脅威脅。。 成小智成小智攝攝

◆油價升勢高處
未算高，職業司
機的收入持續被
蠶食。 成小智攝

◆◆德國等歐洲發達國家近日匆忙重投燃煤發德國等歐洲發達國家近日匆忙重投燃煤發
電電，，不顧減排承諾走上回頭路不顧減排承諾走上回頭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發達國家施壓發展中
國家進行不切實際的能
源轉型。圖為巴西太陽
能發電項目。資料圖片

◆◆歐洲多國尋求從印尼及南歐洲多國尋求從印尼及南
非等地進口燃煤非等地進口燃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燃燃煤發電已成為歐洲多國應對能源緊張的救急首選煤發電已成為歐洲多國應對能源緊張的救急首選。。荷蘭內閣日前便計劃修荷蘭內閣日前便計劃修
例例，，允許燃煤發電廠滿負荷運作至允許燃煤發電廠滿負荷運作至20242024年年；；德國和奧地利也匆忙重啟原定德國和奧地利也匆忙重啟原定

逐步關閉的燃煤發電廠逐步關閉的燃煤發電廠；；意大利還考慮本周頒布天然氣供應高度預警狀態意大利還考慮本周頒布天然氣供應高度預警狀態，，屆屆
時便會批准提高燃煤發電量時便會批准提高燃煤發電量。。

德財長死撐：痛苦但必要
荷蘭和德國等國早已宣稱會逐步淘汰化石能源荷蘭和德國等國早已宣稱會逐步淘汰化石能源，，不過這些承諾現時多被拋諸不過這些承諾現時多被拋諸
腦後腦後。。主打環保牌的綠黨成員主打環保牌的綠黨成員、、德國財長哈貝克便為倚重燃煤發電解畫德國財長哈貝克便為倚重燃煤發電解畫，，形形
容作容作「「痛苦但必要的決定痛苦但必要的決定」，」，還聲稱若不及時重啟燃煤發電增加供應還聲稱若不及時重啟燃煤發電增加供應，，日後日後
便會遭到便會遭到「「政治勒索政治勒索」。」。荷蘭能源部長耶滕更宣稱荷蘭能源部長耶滕更宣稱，，放寬燃煤限制放寬燃煤限制「「會讓會讓
更少的錢流入更少的錢流入（（俄羅斯總統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戰爭荷包普京的戰爭荷包。」。」
面對多個成員國陸續啟用燃煤面對多個成員國陸續啟用燃煤，，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只得解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只得解釋
稱稱，，歐盟正採取歐盟正採取「「緊急措施緊急措施」，」，應對俄羅斯威脅削減能源供應應對俄羅斯威脅削減能源供應。。她亦不她亦不
忘辯稱忘辯稱，，成員國仍需專注大規模投資發展可再生能源成員國仍需專注大規模投資發展可再生能源，「，「這樣歐盟才這樣歐盟才
能在未來說能在未來說，，我們當時作出了正確決定我們當時作出了正確決定。」。」
在全球能源危機面前在全球能源危機面前，，發達國家仍不改發達國家仍不改「「雙標雙標」」態度態度。。七國集七國集
團團（（GG77））上月便宣稱上月便宣稱，，不會再資助他國開發化石能源不會再資助他國開發化石能源。。與此同與此同
時時，，歐美各國卻催促海灣國家盡快增產石油歐美各國卻催促海灣國家盡快增產石油，，放寬燃煤使用限放寬燃煤使用限
制制，，還不忘投資非洲多國開發化石能源還不忘投資非洲多國開發化石能源。。單是非洲國家博茨單是非洲國家博茨
瓦納便在歐洲龐大需求下瓦納便在歐洲龐大需求下，，將煤炭出口量增加一倍多將煤炭出口量增加一倍多。。

美媒批發達國講一套做一套
《《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社論指出社論指出，，歐美發達國家多依賴化歐美發達國家多依賴化
石能源起家石能源起家，，時至今日時至今日，，全球發達國家使用能源的全球發達國家使用能源的
四分之三都由化石燃料供應四分之三都由化石燃料供應，，至於可再生的風能至於可再生的風能
和太陽能供應量和太陽能供應量，，佔比則不足佔比則不足33%%。。發達國家一發達國家一
名普通居民每天使用化石燃料生產的能源名普通居民每天使用化石燃料生產的能源，，甚甚
至超過非洲至超過非洲2323名貧窮居民用量總和名貧窮居民用量總和。。
社論直言社論直言，，在全球在全球3535億貧窮人口沒有可億貧窮人口沒有可
靠用電供應時靠用電供應時，，發達國家卻鼓吹發展中發達國家卻鼓吹發展中
國家直接跳過化石燃料國家直接跳過化石燃料，，投入自身都投入自身都
遠未普及的可再生能源遠未普及的可再生能源。。即使在德國即使在德國
和西班牙等富裕國家和西班牙等富裕國家，，多數風能和多數風能和
太陽能新設備也需政府補貼才能安太陽能新設備也需政府補貼才能安
裝裝，，如今輕率要求發展中國家實如今輕率要求發展中國家實
現能源轉型現能源轉型，，更是未曾考慮他國更是未曾考慮他國
實情實情。。
社論最後強調社論最後強調，，發達國家若發達國家若
要兌現能源轉型承諾要兌現能源轉型承諾，，便應便應
加大研發投入加大研發投入，，讓可再生能讓可再生能
源更為便捷低價源更為便捷低價，，利於發展利於發展
中國家普及中國家普及。。反之若延續現反之若延續現
時講一套做一套的作風時講一套做一套的作風，，
發達國家亦無法推動能源發達國家亦無法推動能源
轉型轉型，，只會將道德要求置只會將道德要求置
於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活於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活
之上之上。。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

歐盟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實施對俄能源禁運，信誓旦旦推出「REPowerEU」可再

生能源轉型計劃。然而隨着俄羅斯天然氣供應量持續下降、全球能源價格攀升，歐

洲多國近日都匆忙重投燃煤發電，紛紛重啟或加大煤炭發電的比重救急。《華爾街

日報》社論批評稱，發達國家一邊施壓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切實際的能源轉型，一邊

卻不顧減排承諾走上回頭路，足以體現其應對氣候變化的虛偽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