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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与能源、环境和气候的依存关系，并以
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了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技术的演进过程，讨论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在
不同历史阶段的角色演变；从全球的视角，分析了能源—技术—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客观讨论了
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挑战，如局部的空气污染和今天备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从技术、经济
和环境影响这三个层面，科学展望了风能、太阳能、地热和核能等低碳能源的供应潜力。
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书为全球能源系统提出了持续、低碳的未来发展路径，为我们思
考中国的能源战略和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本书适合对能源和环境感兴趣的各类读者阅读，包括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
生、科研人员及大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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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B.麦克尔罗伊（M.B.McElroy）美国哈佛大学Gilbert
Butler环境学教授，全球著名的环境学家。
他29岁时就被聘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创建了哈佛大学的两大院系（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系、地球
与行星科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
麦克尔罗伊教授领导创办了哈佛大学环境中心和中国项目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在环境
、气候与能源方面的合作交流。
麦克尔罗伊教授曾任美国政府的环境顾问，被美国前副总统、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先生誉为
自己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启蒙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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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新仙女木事件之后的大约3000年时间内，地球气候变得相对温和适宜，在这个时期农
业主要依靠雨水灌溉。
在约8400年前，地球气候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寒冷时期。
与新仙女木事件类似，人们通常认为这一现象的起因是北美冰川的融化消退，造成大量淡水流人海洋
从而改变了北大西洋的洋流循环。
魏斯（Weiss，2001）指出，在这个时期，地中海东部几乎所有的人类定居点都被遗弃，人们迁徙到其
他更适宜居住的环境。
很多人沿着幼发拉底河流迁徙，进而发现了该河流的三角洲地区。
三角洲地区的河水缓慢流入波斯湾，使得人们较容易利用这里的水资源。
这一改变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农业中开发和利用河水资源。
大约在5200多年前，气候再一次变冷，并伴随着干旱的出现。
这次寒冷期从公元前3200～公元前3000年，持续了几个世纪，可能是导致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地区社会
消失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次干旱促成了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伟大文明的形成，这就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苏美尔文
明，这得益于该地区较为可靠的河流水资源。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流量通常是很不稳定的。
该地区降雨量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降雨主要集中在冬季。
与5000年前相类似，该地区现在的降雨仍具有这样的特征。
由于冬季的大量降水和春季土耳其及伊朗山脉冰雪融化的补给，河流的丰水期出现在四月和五月，而
夏季的水流却较为缓慢。
在流向大海的过程中，河流在流经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时不断地改变河道。
为确保稳定的全年水资源供应，并促进水路运输，苏美尔人建造了复杂的运河系统。
运河的建造和管理需要复杂的社会系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美尔文明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农民种植；工匠制作工具和建造排水沟；官僚管理河水资源的供应和分配；商人从事贸易；士兵参战
保卫国家财产或者掠夺他国财物；祭司与神灵进行交流。
这种分工实际上符合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以最低的成本把具体的社会责任分配到最有能力的社会群体
当中，并通过统一管理这些群体以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优化，使得物品和服务的产出大大增加。
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演变成阶层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以及权力与服从。
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模式，成为几乎所有有组织社会都遵循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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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使用化石能源历史中的领军人物和里程碑事件进行了精彩叙述与深刻反思，阐述了国家经济发
展之需求与科技创新是推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走上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历史舞台的两大驱动力。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中国既要着重经济发展，也要兼顾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以这样的国家需求带动科技创新，我们能够探索出一条推动中国乃至全球能源模式向多元化，低碳化
方向转变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科技部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麦克尔罗伊教授从
能源与环境的视角分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多个文明之繁荣与衰落的过程，他所传达的思想与我曾说的
“谁毁弃了家园，谁就输掉了未来；谁保护好环境，谁就赢得了明天”不谋而合。
在现代社会对化石能源如此依赖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像麦克尔罗伊教授这样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富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秉着科学和公正的态度、站在全人类和历史的高度来引领我们对当前能源模
式的自由讨论与深刻思考。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 曲格平麦克尔
罗伊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优美的文笔，将他在广泛教学科研生涯中所凝聚的智慧结晶奉献给读者。
他通过生动的故事，娓娓道出了人类对能源的使用历程：从人类早期历史到当前对煤炭、石油和天然
气的依赖。
通过精心挑选的实例，麦克尔罗伊教授刻画了我们当前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并勾勒了未来能源系
统的发展途径。
这是～本极其重要而且引人入胜的书！
　　——美国科学院院长Ralph J.cicerone本书以能源问题为主线，用多学科融合的手法深入浅出地阐述
了人类史中能源开发和利用的一些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为确保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未来利用新能源的前景。
全书的文字流利，生动，引人入胜，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领域的一部独具特色的佳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一汇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众多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
作为环境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麦克尔罗伊教授以栩栩如生的文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揭示了化石能源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唤起我们对当前能源系统及其环境和气候后果的全面思考。
本书对中国和世界的能源模式改变和可持续发展都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它是一本有高度价值
的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文兴能源是人类社会的命脉。
本书以能源为主题，文笔精彩而优美。
麦克尔罗伊教授彰显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完美结合。
　　——加州理工大学行星科学教授翁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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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能源:展望、挑战与机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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