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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西奇收购受阻背后
2021年9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欧洲战略论坛上声称，“对于过去 10年间
中国伙伴收购乌克兰战略企业的行为，我们
已经决定予以制止。战略企业应该留在乌
克兰。生意是生意，安全是安全。”这一表态
决定了马达西奇公司的未来命数。

9月 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
举办的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上表示，包括马
达西奇公司在内的战略性国有企业应该留
在乌克兰。此前，乌克兰政府强制将北京天
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马达西奇
公司56%的股份收归国有，还强调这次强制
收缴股权与美国没有关系。

马达西奇：前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
乌克兰是前苏联国防工业的重要部分，

生产坦克、战列舰和洲际弹道导弹。马达西
奇公司主要生产航空发动机，被称作苏联

“航空工业的心脏”。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经济萧条，高端人

才外流，马达西奇公司被私有化，2005年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博古斯拉耶夫的管理
下，马达西奇继续为俄罗斯供应产品。2013
年马达西奇营业收入达11亿美元，70%出口
俄罗斯。

克里米亚危机后，俄乌关系急剧恶化，
马达西奇公司失去了大客户。尽管本国的
订单剧增，但还是无法填补空缺。由于技术
体系不同，马达西奇几乎不可能打入西方市
场。可笑的是，2022年前乌克兰航空工业复
兴国家战略，居然都没有马达西奇的身影。

生死关头，马达西奇孤立无援，只能将
目光转向东方。

中国救了马达西奇一命
早在 2009 年，中方就曾向马达西奇抛

出过橄榄枝，但由于当时马达西奇不急于拓
展销场，双方迟迟没能达成协议。2014年以
后，走投无路的马达西奇终于开始考虑与中
国合作。

2015年，马达西奇与北京天骄航空产业
投资公司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计划投资 200亿元，在重庆建设航空动
力产业基地。

据中俄资讯网消息，博古斯拉耶夫等股
东在2016年与天骄航空达成协议，同意出让
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同时，天骄航空还提供
了2.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

除了G买股权、提供贷款外，中方还提
供了大量订单。例如，2016 年签署了订
G250台 JL-10教练机发动机的合同，总金额
达3.8亿美元，首批交付20台。

尽管从 2017年起法院就冻结了中国投
资者的股份，但中国还是持续从马达西奇订
G产品。据外媒统计，中国在2018年就已成
为马达西奇的最大买家，占其总收入（4.5亿
美元）的 35%。2020年上半年，出口中国的
占比更是超过了 50%。今年 1月，双方又签
下了价值约 8亿美元的大单——400台AI-
322型涡轮风扇发动机。

从财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到 2018
年，马达西奇的营收从 11亿美元锐减至 4.5
亿美元，减少了近60%，净利润也大幅萎缩，
减少了约70%。在被天骄航空收购后，其利
润和收入曾实现明显回升。但在 2017年中
方股份被法院冻结之后，其收入又开始逐年
递减。2019年上半年，公司更是首次呈现亏
损状态。

可以说，正是中方的投资和订单救了马
达西奇一命。有俄罗斯军事专家称，中国是
马达西奇真正的救星。博古斯拉耶夫曾表
示，如果不与中国合作，他首先必须要做的
事就是解雇1万名雇员。

乌政府强行干预中断收购，2020年 12
月，天骄航空发起了针对乌克兰的国际仲裁
程序，索赔35亿美元的损失。其合作伙伴乌
克兰DCH集团总裁雅罗斯拉夫斯基表示，过
去 4年，马达西奇的中国投资者一直未能行
使其作为股东的合法权利，乌克兰当局违反
了1992年两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

与悲催的投资者相反，马达西奇是妥妥
的赢家。自2017年中方股份被冻结以来，马

达西奇就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这也就意
味着马达西奇的实际控制者掌握了很大的
自主权——博古斯拉耶夫不仅保留了“名誉
总裁”的职位，而且还控制着公司的资金流
动。

乌克兰为何变脸
中乌的军事合作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

初。由于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它没有能力维
持武器的开发和维护，庞大的军工和科研体
系是个大包袱，因此中国能在乌克兰买到先
进的原苏联军品。根据瑞典智库SIPRI提供
的数据，2012-2016年，中国占乌克兰武器出
口的28%。

2020年 10月，乌克兰还与中国签署了
2021至 2025年航天合作计划，拟在计划框
架内实施 69个联合项目，合同总金额超过
7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乌克兰与美国的合作也不断
加强。乌克兰希望尽快加入北约。美国虽
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但一直没有给出
明确的时间表。

据美国白宫信息，自 2014年以来，美国
已向乌克兰军队提供25亿美元的支持，其中
仅今年就超过了 4亿美元。9月，美国还宣
布将提供价值 6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
供应“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应对来自俄
罗斯的威胁。

面对中美竞争，乌克兰不得不在中美之
间做一个选择。针对马达西奇与中国的合
作，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顾问特里
普利特表示，“乌克兰人正在帮助中国解决
喷气发动机生产问题……他们一边拿着美
国纳税人的钱，一边朝美国海军背后捅刀
子。”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专家费舍尔
更是直接挑明，“获得马达西奇的控制权将
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掌握全球空中机
动力量投送能力……美国应该向基辅施压，
阻止这笔交易。”

迫于美国压力和加盟北约的强烈愿望，
乌克兰政府做出了背弃中国伙伴的选择。

马达西奇的命数
具备航空发动机研制和生产能力是一

个强国的硬指标。美、俄、英、法、中五大常
任理事国都具备该能力。其中，美俄在世界
现役装备量前十战斗机发动机中占比
89%。乌克兰由于继承了苏联遗产，具备较
强的发动机研制生产能力，但由于科研投入
不足，与美俄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在中断与俄罗斯的合作后，欧美国家的
投资者都不太愿意与乌克兰打交道。在他
们看来，乌克兰饱受战争摧残，基础设施破
败，腐败猖獗，缺乏投资吸引力。并且，与中
国不同，西方国家早已拥有完备的工业体
系，根本用不上前苏联遗产。

这就使马达西奇面临一个现实困境：在
传统的军用航天发动机市场，不得不与俄罗
斯竞争；而高端航天发动机市场已基本被美
国的通用电气、普惠和英国的罗罗等巨头垄
断，连中俄都在想办法进入该市场。长远来
看，刚混个温饱的马达西奇只能面临被淘汰
的命运。

有乌克兰政客提议，由美国来收购马达
西奇公司。然而，早在2019年就有美国专家
指出，“目前还没有一家美国公司表示有兴
趣与中国竞购马达西奇……出于安全考虑，
美国军事采购机构优先考虑本土供应商。”
美国不大可能出手救活马达西奇。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发展起步较晚，先进
型号依赖进口，市场规模大。中方如果能顺
利收购马达西奇公司，不仅能带来大量资
金，还能提供庞大的中国市场。本来，马达
西奇与中国合作可谓是恰逢其时。

众所周知，乌克兰技术并不是中国现代
军事实力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在国家的大
力支持下，中国的航空发动机研发取得突
破，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阻止中国收购马
达西奇，只能延缓一段时间。而一旦中国取
得了技术突破，马达西奇将不再“稀奇”。

中国如何走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
“碳中和目标对科技界提出了新考

验。”9月26日，在2021年中关村论坛“碳达
峰碳中和科技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在主旨报告
中指出，实现碳中和，要从能源生产、能源消
费和固碳“三端发力”，其中“技术为王”是鲜
明特征。

如何聚焦“碳中和科技创新路径”？如
何厘清在“双碳”目标下我国未来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和科技路线布局？如何突破碳中
和技术瓶颈，实现跨领域综合交叉？这天，
从能源到工业再到生态环境等领域全球知
名专家汇聚中关村，聚焦科技前沿，共谋双
碳创新蓝图。

瞄准 2060年排放总量控制来设计路线
图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所长刘中民告
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二氧化碳、甲烷等温
室气体的排放量与自然界、人为吸收量达到
一种平衡的状态，可称为碳中和。

“双碳行动”是应对气候变暖的国际行
动之一。欧盟国家作为“碳中和”的首倡者，
提出要在 2050年达到碳中和。我国承诺，
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在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无疑是
一场硬仗。在论坛上，丁仲礼提到，假设中
国每年不得不排放25-30亿吨的二氧化碳，
具体到电力系统每年为 10亿吨，工业上为
10亿吨/年，水泥则达到5亿吨/年，其他的需
要排放0-5亿吨/年。

从吸收端来看，丁仲礼假设海洋吸收
23％的二氧化碳，陆地无机过程吸收 17％，
则可以吸收10-12亿吨/年，另外从陆地生态
系统来看，每年可吸收 10-13亿吨，经过生
态管理可增加到15亿吨，再加以CCUS技术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关键技术之一，记者注），可每年固存5亿
吨二氧化碳。

“我们认为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应该是瞄
准 30亿吨二氧化碳的 2060年排放总量控
制，来设计我们的路线图，来设计我们的体
系。”丁仲礼说。

对于“碳中和”，他分享了一个基本判
断：碳中和是经济社会的系统性转型，“技术
为王”将作为鲜明特色，以技术支撑产业转
型。

“科技战略是‘双碳’战略的重中之重。”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谢
克昌看来，科技和工程可直接改变能源与碳
排放的关系，科技战略等于双碳战略。

“先立后破”促进建设性能源转型
中国的煤电之争由来已久。
将来用不用燃油车？煤炭到底清洁不

清洁？清洁高效利用的煤炭是不是属于清
洁能源？谢克昌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以能源
为核心，并广泛关联经济、社会、气候、生态、
环境、科技等维度的开放性的大数据体系，
即泛能源大数据，帮助破解能源在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

在论坛上，一个观点是：“碳中和”趋势
下“旧”能源要循序渐进削减甚至淘汰。

刘中民提到，在碳中和的新趋势下，减
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清洁
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是一进一退的
事儿”，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旧”能源，要循
序渐进削减使用甚至淘汰，这一过程中一定
要平衡好不同能源的关系。

“未来必须要开发光伏、风能、水能等新
能源，满足工业结构调整、社会发展的需求，
完成系统性的能源替换过程。”刘中民说。

但需要警惕有可能发生的风险，谢克昌
在论坛上提到，要警惕急功冒进减碳操作引
发的经济刚性破坏，警惕时时、事事、处处减
碳操作引发的社会不公，警惕无视“双碳”科
学性的“摊派式”减碳等系列风险，“节能降
耗是减排第一要务，煤炭在未来较长时间内
是我国主体能源，但需与其他能源协同共
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杜祥琬则认为，在高效、清洁化出力发电的
同时，应有序安排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
参与深度调峰，确保机组安全运行，提高电
力系统的灵活性。

“‘先立后破’的含义之一，就是建设性
的电源转型。”杜祥琬说。

在论坛上，他分享了一则德国的案例：

曾有一次发生过日全食，德国的光电设备无
法发电。德国以 10%的电厂作为备用应急
电源，用户可由大数据提供的各种电源出力
情况的预测，选择电源，缓解了储能，“在多
能互补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电力交易市场解
决调峰问题。”

实现“碳中和”要“全国一盘棋”
“从碳中和来看，海洋和陆地的自然过

程吸收部分是‘天帮忙’，而国土内生态固碳
部分是‘人努力’的成效。”丁仲礼说。

在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贵瑞介
绍，目前碳中和的人为措施有四大类，分别
是“减排”，能源转型，工业减排；“增汇”，实
现生态工程的“增汇”；“保碳”，做好自然生
态的保护；“封存”，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完成
碳封存。

在未来的路线图上，碳中和是一个“三
端发力”的体系。丁仲礼在主旨报告中提
出，第一端是电力端，用风、光、水、核等非碳
能源替代煤、油、气。第二端则是能源消费
端，用电力、氢能、地热等替代煤、油、气，第
三端则是固碳端，用生态建设、CCUS等碳固
存技术应用而将碳固定在地表、产品或地层
中。

“研发力量作‘一盘棋’式组织，把全国

的相关力量组织起来，既分工又协作，形成
一个严密的责任体系，为产业落地提供支
撑。”丁仲礼建议，要建立技术联盟，明确责
任体系，开展技术攻关，支撑产业先进性，形
成强大的国家竞争力。此外还要与乡村振
兴、美丽中国等国家战略相结合，通过生态
建设提升我国固碳能力。

我国发电和工业行业排放二氧化碳占
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约80%，在能源和工
业突围上，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已经取得突
破进展，如：合成气直接制低碳烯烃、第三代
甲醇制烯烃、甲醇制乙醇、百兆瓦级压缩空
气储能系统、百兆瓦级全钒液流储能系统、
张家口黄帝城小镇 100%可再生能源示范、
液态阳光燃料合成等。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
全面绿色转型，涉及能源结构、工业、交通、
生态建设等各领域，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新
在其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在论坛上，中国
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建议，拿出一
张路线图，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问
题，还要提出一批新理论，突破降碳固碳的
原理问题，攻克一批新技术，解决减排增汇
的工艺和装备问题。此外记好一本“收支
账”，解决碳源碳汇的监测核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