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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相对充足 气价仍不稳定

今年以来，为避免在冬季再次陷入“气荒”困境，欧
洲多国早早启动了天然气采购计划。欧盟要求成员国
今年的天然气储存水平须达 90%，严格保障冬季供
应。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欧盟
各地天然气储存设施已被装满 99%，为各国在今冬应
对潜在的供应冲击提供了缓冲。

“欧盟不断加大天然气进口以及储运方面的投入，
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通过诸多努力，相比去年，欧盟
今年面临的能源短缺现象已有较大程度缓解。目前看
来，在今年冬天采暖季到来之前，欧洲天然气储备较为
充足。不过，受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欧
洲天然气价格仍有可能出现剧烈波动。”上海社会科学
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称。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市场恐慌情绪骤
增，全球天然气价格猛涨。2022年 8月，欧洲天然气
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近 350 欧元/兆瓦时。今年以来，
欧洲天然气价格有所回落。然而，10月中旬，受巴以
冲突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再度飙涨至今年 3月以来
最高。

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观点称，尽管去年天然气价
格创纪录的一幕不太可能重演，但全球天然气市场依
然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在天气寒冷或供应进一
步趋紧的情况下，天然气价格仍有可能上涨。

《布鲁塞尔时报》也指出，尽管需求降低，且储存
量接近饱和，但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仍处于高位。这加
剧了人们的担忧：在今年冬季来临之前，天然气价格
是否会再次飙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明礼向本报分
析称，在欧洲能源消费和发电结构中，天然气占据重
要地位。“天然气被广泛用于供暖、发电、工业生产等
领域，直接关系欧洲的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2022
年，受俄乌冲突影响，欧洲陷入能源危机。在俄乌冲
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能否保障供暖成为欧洲民众
的主要关切，也是欧洲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今，
欧洲能源供应结构调整给欧洲国家经济带来持续影
响，如天然气进口成本上升导致欧洲企业运营压力增
大、欧洲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以及通胀高企等。在俄
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二个冬季，这些因‘气’产生的中
长期问题将成为欧洲国家面临的新挑战。”刘明礼说。

地缘风险加剧 供应面临变数

据外媒报道，为替代俄罗斯天然气，欧盟国家扩
大了从其他供应方进口天然气的规模，同时减少了天
然气使用量。目前，挪威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欧盟
最大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国。与此同时，液化天然气进
口大幅增长，其中来自美国的供应最多。

然而，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即使天然气储存已
满，也不意味着一切都好”。该报引述专家分析称，与此
前可靠的管道天然气相比，如今的欧洲能源供应以液化
天然气为主，更易受到海外产能、运输环节及码头终端
的影响。以法国为例，其与美国的天然气交易通过大型
液化天然气船，横穿大西洋经由勒阿弗尔港抵达法国本
土，对海运和码头终端的依赖性较高。

“俄乌冲突后，欧洲从美国进口大量液化天然气，
推高了美国天然气价格。如今，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
临近，拜登政府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可能通过暂缓液
化天然气出口欧洲来稳定国内天然气价格，这将给欧
洲天然气供应造成影响。”孙霞分析称，除了美国之
外，欧洲其他的天然气供应方，如伊朗、阿尔及利
亚、委内瑞拉，也因外部制裁或国内局势动荡而在向
欧供气方面存在变数。

此外，近段时间，巴以冲突持续升级，让欧洲再度
绷紧“能源安全神经”。埃及政府10月29日发布的一份
声明表示，埃及的天然气进口量急转为零。分析指出，
这或许与10月上旬以色列政府出于安全考虑而关闭一
座海上天然气田有关。此前，埃及从以色列进口天然
气，然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液化天然气出口到欧洲。数
据显示，该天然气田关闭后，以色列对埃及的天然气出
口下降约20%。业内人士认为，一旦埃及无法从以色列
进口往常数量的天然气，就可能导致液化天然气出口量
减少甚至无法出口，这最终将导致可供欧洲使用的天然
气减少。

“巴以冲突给东地中海地区以及欧洲的能源供应造
成威胁。以色列和约旦的管道基础设施与加沙距离不
远，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就会影响天然气的
输送与供应。”孙霞说。

刘明礼认为，天气因素也是关系欧洲今冬会否
“缺气”的一个变量。“去年，欧洲度过了一个暖冬，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能源紧张的状况。今年冬
季，如果欧洲气温下降明显，那么供暖能否得到有效
保障就面临未知。”刘明礼说。

转型遭遇阻力 危机尚未结束

据 《金融时报》 报道，由于担心巴以冲突和输气
管道遭到破坏可能再次推高价格，欧盟正在考虑是否
延长今年 2月出台的紧急天然气价格上限。同时，德
国等国呼吁更多关注可再生能源。

此外，欧洲国家还在加紧开展能源外交。10月29
日至31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尼日利亚和加纳。美
联社称，这是舒尔茨今年第二次非洲之行，如此频繁
地出访非洲是因为德国希望“使其贸易伙伴多样化，
并扩大与能源丰富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尼日利亚拥
有非洲最大的已探明天然气储量，在俄罗斯减少天然
气供应后，尼日利亚的天然气是满足欧洲需求的重要
选择之一。

根据欧盟委员会此前设立的目标，欧盟将在2027
年之前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

“目前看来，欧盟仍在坚定地推进能源‘去俄罗斯
化’，希望能够迎来一个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冬天。但
在当前形势下，欧盟实际上还没有找到彻底摆脱俄罗
斯能源供应的解决办法。”孙霞分析称。

刘明礼指出，欧洲国家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
天然气等能源的供应问题：一是积极开展能源外交，
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方；二是大力加速能源转型，降低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但是目前，欧洲能源转型进度有
限且面临多重阻力。受经济状况及区域协调等因素限
制，欧盟很难为能源转型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此
外，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也打乱了欧洲能源转型
的步伐。为了应对去年的能源危机，欧洲多国重启煤
炭发电，导致能源转型不进反退。总体而言，欧洲绿
色能源发展尚未达到预期。”刘明礼说。

欧洲燃气协会主席荻迪埃·奥洛警告称：“欧洲的
能源危机、特别是天然气危机远未结束。”“天然气世
界”网站称，欧洲“熬”过了2022年冬天，并在过去
一段时间获得喘息机会，但目前的情形要归功于“异
常温和”的冬季，而非政策成功。荻迪埃·奥洛认为，
中长期来看，天然气高价格和潜在的短缺风险将至少
持续4个冬天。

标普全球认为，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已被重塑。欧
洲与亚洲将面临更大规模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争夺。任
何市场主体都应当对不确定性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对欧洲来说，在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以及供应不
足的风险之下，天然气仍将是一个棘手问题。”孙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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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季，欧洲还会“缺气”吗？
本报记者 严 瑜 徐令缘

路透社近日报道称，欧洲
国家即将进入第二个缺少俄罗
斯天然气的冬季。欧盟委员会
10 月下旬发布的一份报告表
示，欧盟预计，其今年从俄罗

斯进口的天然气总量将降至
400 亿到 450 亿立方米。2021
年，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从
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总量为
1550亿立方米。

环 球 热 点

观 象 台

职业教育对于促进就业创业、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
着产业升级和市场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提
出新的需求。一些国家积极推动完善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不
断创新技术人才培养方式，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实现更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西班牙——

建立“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

西班牙新学年的职业教育培训即将开始。来自萨拉戈萨的路易
斯·赛博亚满是期待，“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课程，将同时在学
校和企业学习，这样的教学模式让我对未来职业道路充满信心。”

近期，西班牙政府推出新的职业教育法案，进一步改革现有职
业教育制度，建立起被称为“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学生从入
学伊始就将在学校和企业同步学习。新法案旨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工
作实践深度融合，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帮助
学生更好融入劳动力市场。

西班牙职业教育中心理事会主席多明戈斯表示，随着全新职教
体系的全面采用，未来学生在企业学习时长将从以前的100小时增加
到500小时以上。“这种转变体现了职业教育和企业的共生关系。企
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更精准地培训、储备未来的专业人才，学生
也能接触到更多前沿科技、知识，全面提升学习质量。”

根据西班牙教育和职业培训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5年，西班牙
职业教育学生人数年均增速达到29.8%，接受线上教育的学生数量增长
157%。在2021—2022学年，西班牙几乎每4名学生中就有一人接受职
业教育。安达卢西亚地理和统计数据研究所的一份最新调查表明，西
班牙2018年职业教育毕业生中，有67.6%在毕业后4年内成功就业。西
班牙职业教育分析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采取“双元制”职业教育体
系进行培训的学生，在毕业后一年内找到工作的比例达到57%。

新加坡——

打造独特“教学工厂”模式

新加坡政府重视发展职业教育，通过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为产业创新升级输送各类熟练技术工人。目前，新加坡的全日制职
业教育主要由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 （以下简称“工教院”）、义安理
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等5所理工院校提供。

新加坡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将“教学工厂”模式引入学校，
即学校与企业合作，将企业的工作车间搬到校园，学生在学校就能
体验现实的工作场景。不久前，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机构新捷运将

“退役”的双层巴士改装成教室，赠送给工教院，并赠送电动门系
统、空调系统等培训设备，帮助学生融合实践与理论，加深对巴士
工程系统的了解。这种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实境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
提前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掌握最新技术和工作流程，从而更顺利
地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

在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学校跟企业一直保持紧密联系，
合作开展了很多实习项目和在职培训计划。比如，工教院同新加坡
樟宜机场集团、新加坡航空旗下的航空公司酷航等签署合作协议。
樟宜机场集团目前每年为约150名来自工教院和理工学院的学生提供
实习机会，酷航已聘请了逾500名工教院毕业生担任机组人员。

巴西——

提供全覆盖更灵活的授课模式

巴西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巴西职业技术教育学
员人数超过210万，相较于2021年增长近13.7%。巴西教育学专家克
莱奥娜拉·施瓦茨表示，职业教育能帮助学员提升专业能力，培养出
符合就业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对巴西一些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巴西《国民教育指导方针和基础法》规定，职业教育旨在帮助公民
在学习过程中做好融入劳动力市场的准备。公立教育体系中，职业教
育占有重要地位，联邦及州一级都设立了中等技术培训级别的学校。
巴西国家工业技能培训服务中心运营总监古斯塔沃·莱尔表示，巴西
拥有相对成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相关机构也拥有良好的教学设
施、师资配备等，“职业教育可以帮助更多人打开就业市场大门”。

巴西国家工业技能培训服务中心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职业教育综
合体和非营利教育机构，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在 28 个行业培养了超过
7300万名学员。目前，该中心在巴西多个城市开设相关业务，提供包
括行政管理、餐饮服务、机械制造等专业技术课程，收费低廉甚至免
费，覆盖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并提供更为灵活的授课方式。统计显示，
仅圣保罗州的92家分支机构在2021年就吸引了超过66万名学员。

该中心还经常举行全国以及地方层面的线上线下招聘会，并为
求职者提供面试技巧、创业精神等主题讲座及专业指导，帮助求职
者做好职业规划、提升竞争力。数据显示，76%的学员在完成技术课
程后一年内实现就业，有超过一半的学员能够在其学习的领域工作。

提升专业技能 拓宽成长通道

多国积极推动特色职业教育
本报记者 许海林 刘 慧 时元皓

肯尼亚泰塔山野生动物保
护区因其周围的山丘而得名，
占地 2.8 万英亩，是被列为生
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东非东部
弧形森林的组成部分。作为东
察沃国家公园和西察沃国家公
园之间重要的野生动物散布区

和迁徙走廊，该保护区内栖息
着非洲象、长颈鹿、斑马以及
各类羚羊等生物，是肯尼亚极
具价值的生态旅游区之一。

图为近日，大象在保护区
内活动。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环 球

掠 影

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掠影

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年中趋
势报告》称，截至今年 9月底，全球流离
失所者数量可能已超过1.14亿，比2022
年底增加 560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这
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流离失所者数量
的上升趋势仍在持续，且没有任何放缓
的迹象。全球流离失所者的漂泊和痛
苦，令人揪心，更引人深思。

根据《年中趋势报告》，今年上半
年，人们被迫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有：
俄乌冲突以及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
缅甸国内的冲突；索马里的干旱、洪水
和不安全状况以及阿富汗旷日持久的
人道主义危机。报告称，新一轮巴以冲
突于10月7日爆发，超出此次统计时间
范围，因此本次报告尚未考虑巴以冲突
在民众流离失所方面造成的后果。地
缘政治冲突、国内局势动荡、经济低迷
和失业问题、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冲
击着多国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致使许
多人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流离失所者。

如何让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这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也是亟待解
决的现实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发
力，坚持标本兼治。

——治标：对不断增多的流离失所
者，国际社会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刻不容
缓。一方面，当前，国际社会对流离失
所者的人道主义供资缺口已高达40％，
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多家人道机
构被迫降低救济标准，无数家庭被迫在
寒风中忍饥挨饿。难民救济和保护事
业正在艰难时世中缓慢前行。各国加
大对解决流离失所者问题的资源投入，
联合国难民署和各方通力合作提供及
时有效的人道救助措施，为正处在冲突
之中的地区开辟高效、稳定的人道救援
通道，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援助流离失所者，不同
国家应当本着“共同但有区别”原则进
行责任分担。当前，世界上接收绝大多
数流离失所者的是中低收入国家，而非
发达国家。根据今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
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世界上超过
20%的流离失所者被 46 个最不发达国
家接收，而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仅
占全球的 1.3%。发达国家应当切实履
行援助承诺，尤其是对难民问题负有主
要责任的国家更应当加大援助，向流离
失所者及其接受国提供更多支持。

——治本：从根源上减少流离失所者，需要改善流离
失所者来源地的生存发展环境。地区冲突和国家动荡是
导致流离失所者出现的主要内因，某些西方国家对他国的
外部干预和由此导致的当地政治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增长
受阻是造成流离失所者增多的重要外因。因此，让战火纷
飞之地恢复和平，让经济凋敝之地实现发展，方能从根源
上减少流离失所者。这一方面需要联合国安理会履行好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推动热点问题有效降温
和政治解决；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国家秉持《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推动冲突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
端，给和平与发展以机会，给流离失所者以希望。

“我们必须从内部着眼，共同努力结束冲突，让难民和
其他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或重新开始生活。”正如联合国
难民署高级专员格兰迪所说，让全球流离失所者重回家
园，需要各国持之以恒、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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