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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是不是世界末日？
没有人知道。
    但是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扩张、开采、掠夺、滥用和浪费，我们的地球已经不堪重负，这是不争的事
实。
我们的地球在变暖，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极端天气现象和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地发
生。
气候变暖还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尚不明确，但是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对于各国政府、企业界，甚至学术界，气候变化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气候谈判成了各方利益角逐的竞
技场。
我们的石油在枯竭，却没有真正做好计划淘汰它。
我们肆意挥霍大自然的宝贵恩赐，天真地相信人类的创造力和技术进步总是会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能源。
我们已经有70亿人口，而且还在增长，联合国预测2050年的人口是90亿。
即使地球能够养活这么多，甚至更多的人口，增加的人口也会抵消我们为节能减排所做出的所有努力
。
无孔不入的金钱腐蚀了政治体系，即使为了善的理由，即使事关全人类的前途命运，选民也不再去投
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投票没有价值。
经济成了富人的轮盘赌，只要能够创造利润，掠夺地球资源就是可以接受的，污染就是可以接受的，
解雇工人就是可以接受的。
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已经让我们忘记了经济本来的目的：最大化人类的幸福和福利，而不是创造财
富。
    人类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我们大多数人真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或许没有。
对于远处的危险，我们习惯性地视而不见。
对于历史上敲响警钟的人，比如马尔萨斯，我们一贯出于本能地反驳、批评，进而攻击，而且幸运的
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2012在全球酝酿的末日情绪，又一次让我们郑重其事地审视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气候变暖、资源
短缺、人口膨胀。
这些危机相互交织、彼此纠缠，以至于针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拿出单独的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好在跟危机一样，解决方案也有联动效应。
如果把这些问题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我们就有希望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危机会彼此强化，那么解决方案也会。
我们坚信，出路是存在的。
    在能源环境方面，我们必须通过解决能源危机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石油的使用已经达到峰值，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有效地管理向后化石燃料时代过渡的转型
期：投资绿色基础设施、重建电网和输电设备、发起效率革命、惩罚掠夺能源的行为、补贴替代能源
、重新审视核能的重要性，等等。
需要通过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碳税、自然资源消耗配额、税负转嫁和补贴五种方法来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
由于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使用化石燃料，需要发展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使化石燃料的使用是尽可
能良性的。
在控制人口方面，需要正面应对人口零增长的概念，探索理想的人口数量的理论，稳定人口数量。
由于在地球能够维持的人口数量和这些人能够享受的物质水平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们需要在自然以残酷的方式强迫我们减少人口数量之前，自觉自愿地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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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我们必须制止特殊利益集团的金钱对民主的腐蚀，迫使政治与特殊利益脱钩。
在经济方面，我们需要让所有的经济活动向着可持续性转移。
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没有可以从外部进口的资源，也没有地方去丢弃废物，我们只能耗尽我
们的自然资源，然后生活在自己制造的麻烦中。
我们必须明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对公司资本主义的泛滥加以管制，让公司为自己制造的麻烦负起责任；同时需要利用公司资
本主义和全球化富于创造性的部分，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赤贫。
    这一切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能够做到。
不仅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且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
我们能够学会末日之后的生存之道。
    最后，我要感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费小琳老师，她的鼓励和信任是我完成本书翻译工作的根本动力。
感谢编辑钱伟和蒋霞，她们认真细致的审读改正了译稿中存在的许多错误和瑕疵。
本书内容涉猎广泛、文笔优美，但是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在此致以诚挚的歉意。
希望读者享受阅读的过程，在作者的引领之下，智慧、理性、满怀信心地踏上人类的未来之路。
    译者唐奇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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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变暖、资源短缺、人口爆炸——难怪整个人类社会都在酝酿世界末日的情绪。
以往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各种灾难，如今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这是因为灾难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吗?还是环境越来越糟？
自然灾难与人为灾害间的界线，彷佛越来越模糊。

　　面对层出不穷的对于人类未来的沮丧预测，我们更需要一点点启示、一点点做出改变的具体设想
。
在《人类的出路》这本书中，人类面临的紧迫全球性挑战，第一次被视为大型危机管理的一个方面。

　　作者首次提出：尽管许多危机互为因果，但解决方案也能发挥连锁效应。
在世界许多地区，人们通过许多细微的方式，已经开始向着可持续发展做出改变。
《人类的出路》展示了如何巩固已有的努力，并实现更有意义、更持久的改变。

　　这不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资源短缺或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的书。
本书想向人们传递的理念：全球性危机的解决方案之中，蕴藏着解决更大型危机的种子。
这是一部令人兴奋的全球变化指南，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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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德·维利耶（MarqDeVilliers），资深记者与编辑，广受好评的加拿大作家。
他著有14部作品，内容广泛，涵盖探险、历史、政治、旅游等。

　　维利尔斯出生于南非，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
他曾在四大洲居住，担任过十国旅游刊物的编辑，包括国际杂志《何方》（Where）总主笔以及《多
伦多生活》杂志（TorontoLife）主编和发行人。
他目前住在加拿大新斯科细亚省的鲁伦堡。

　　他的作品包括《水：人类最宝贵资源的命运》（Water:TheFateofOurMostPreciousResource）、《迎
风而上：风和天气的故事》（Windswept:TheStoryofWindandWeather）、《沿伏尔加河而行》
（DowntheVolga）、《深入非洲：穿越古帝国之旅》（IntoAfrica:AJourneythroughtheAncientEmpires）
、《危险的世界：天灾、人祸与人类的未来》（DangerousWorld：NaturalDisasters
，ManmadeCatastrophes，andtheFutureofHumanSurvival）等等。

　　为撰写《水》一书，作者风尘仆仆地从中国的冲积平原，一路探索到巴西的雨林。
该书出版后，不仅荣获“加拿大总督奖”、成为全美最佳畅销书，还成为解决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权威
书籍，版权销售至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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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我们要到哪儿去，已经走了多远？

　第1章　我们要到哪儿去？

　第2章　我们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当前的危机
　第3章　积少成多，是这样吗？

　第4章　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争论
第2篇　化解危机的技术对策
　第5章　全球变暖的一些简单对策以及更复杂的对策
　第6章　能源对策一：寻找神秘的“负瓦”
　第7章　能源对策二：替代能源真的能拯救我们吗？

　第8章　能源对策三：电网及其影响
　第9章　能源对策四：太多关于氢能的空话
　第10章　能源对策五：碰撞原子能
第3篇　化解危机的社会对策
　第11章　人口对策：全球人口膨胀的警钟
　第12章　食品对策：重塑农业
　第13章　政治对策：民主或许要改变
　第14章　经济对策一：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第15章　经济对策二：公司资本主义的痼疾
　第16章　经济对策三：贸易商和银行家做了什么？
如何改变他们？

　第17章　经济对策四：为了私人、公共还是未来的最优？

　第18章　经济对策五：向稳态经济转型
　第19章　规模对策：家园在望
尾声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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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句话要说在前面，而且要大声疾呼，那就是：出路是存在的。
    必须这样说，因为我在许许多多的国家，从许许多多的人口中听到，在许许多多的书籍、文章和博
客中看到相似的论调，其数量之多简直令人沮丧，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系统完蛋了”。
有些人说得委婉些，但意思是一样的。
    对现行系统的主要“罪状”做一份摘要，包括以下内容：    ·我们的政治已经被金钱和有害的意识
形态所腐蚀。
即使为了善的理由，我们也懒得去投票。
    ·我们的经济已经成为富人的轮盘赌、镀金的老鼠笼，许多人在法官的判决落到自己头上之前疯狂
地巧取豪夺。
媒体上充斥着诸如“没有就业岗位的复苏”之类的不良论调，这样的复苏只能是属于富人的。
    ·我们的公司四处钻营，寻求贿赂(“游说”)政治家的机会。
它们肆无忌惮地制造有毒有害的废物，却拒绝承担责任、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
对这个垃圾场一样的世界，我们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命了。
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放心大胆地在野外水源饮水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的星球在变暖，其后果还不明确，但可能相当悲惨，而那些自作聪明的专栏作家、博客作者
和电台脱口秀中的吹牛专家，仍然能找到自以为是的理由，说这一切为什么不会发生。
人们对此毫无头绪．政府仍然纵容作恶。
除了一些表面文章，什么事都没有做。
    ·石油正在耗尽，但我们并未真正做好计划淘汰这种能源。
    ·由于无法控制全球人口膨胀，全世界有超过十亿人生活在规模像小国家一样大的贫民窟中，蜷缩
在纸板箱和报废汽车里，喝不干净的水，吃垃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孩子死去，而我们竞仍然在就
避孕的伦理问题争论不休！
    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出路真的存在吗？
    最近我跟一群记者共进午餐，他们全都在中东、中亚等世界上麻烦最大、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
方进行过一线报道。
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人类没救了，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
    哦，天啊。
    这种绝望的观点是基督徒被提①的世俗版。
相似的宗教观点认为，世界正坐在飞快的列车上向地狱疾驰而去，不过善人会在最后一刻获救，被带
到天堂里戴着王冠的耶稣跟前，其他人则统统要被烧死。
再见，谢天谢地，总算结束了。
    无论如何，我既不相信驶向地狱的列车，也不相信被选中的救赎。
如果我相信，就不会写一本名字叫“人类的出路”的书了。
我会搬到某个遥远的地方生活，喝光最后的好酒，伏在用带刺铁丝网拦起的栅栏后面，手握猎枪，将
走投无路的暴徒挡在门外。
  ．    政治是个泥潭。
有太多的政治家把说谎当成家常便饭，毫无廉耻和愧疚感，这是事实。
但是也有许多诚实的政治家，也有怀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深切渴望的选民。
变化是可能的，改革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的经济是富人的轮盘赌——没错，只要看看高盛就知道了，而且距离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越来越遥
远。
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不满撬动变革的杠杆，而且的确存在更好的模式。
太多的公司成了没有良心的掠夺者，但是它们能够被驯化和改造(从内外两个方面)，然后带着全新的
目标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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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可以把全球化变成一种正面的力量。
全球变暖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知道如何补救。
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是绝对可行。
地球上的人口太多了，但我们也知道应对的办法。
    借用贝拉克·奥巴马(在他深陷美国联邦政治的泥沼之前)的一句口号，那就是：“是的，我们可以
。
”    我们并非别无选择。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阅读关于问题解决方案的资料，跟持赞成和反对观点的人们交谈。
许多解决方案都很巧妙，甚至不乏天才的创意，兼具实践和经济上的可行性。
这些解决方案有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有社会工程方面的。
有些看来不难实现，有些实行起来则很困难。
但是大部分都是理想状态下的解决方案，只针对一个单独的问题。
几乎所有方案都忽略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很遗憾，这意味着失败。
    你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但是如果你试着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则会收获颇丰。
    每件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关键。
解决方案就存在于联系之中。
    让我们来试着做一个思维实验．这是如今流行的方法。
我们用塞布尔岛来代表地球，这是大西洋中一座有趣的弓形小岛，距离任何一块陆地都有100公里以上
。
跟地球一样，塞布尔岛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在它的地域范围内，生物圈达到了平衡。
小岛的居民数量基本稳定，包括鸟类、一群数景在400匹左右的野马和数且不定的季节性柄居的海豹。
生态系统的能量来自阳光和雨水，它们让草木生长，为岛上的居民提供食物。
能量基本恒定，有可能减少，但能够增加的量微乎其微。
整个生态系统是自给自足的。
马儿吃草，它们的粪便为草场提供肥料。
如果马的数量太多，每匹马能够得到的食物减少，再赶上一个缺少雨水的年份，马就会死亡，从而使
种群的数量恢复平衡。
    塞布尔岛不是真正的天堂，因为这里雾气太重，天气太寒冷，整个环境太脆弱了，但它在一种可持
续的平衡之下达到了稳定。
接下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这个不太像天堂的地方引入一个好奇的、精力旺盛的、积极进取的物种
——人类，将会发生什么？
    人类的天性就是种植、建设、发展。
为了照拂他们带来的家畜和种植的作物，他们盖起了房屋、厂房、工棚和谷仓，所有这些都减少了野
马的食物来源。
因为人类喜欢马，便开始喂养和照料它们。
这是他们的责任，不是吗？
于是马的数量增加了，进一步破坏了草场，所以必须从外部进口草料。
与此同时，人类需要用更多的水来灌溉、饮用、做饭和洗浴，不稳定的地下水位开始下降。
盐水渗入——毕竟整个小岛只有一公里宽，因此必须引人海水淡化技术。
可持续能源还够用吗？
仅靠太阳能不行，不过也许可以利用风能。
于是，人类把半个小岛装上了风力发电机。
可是这还不够，需求还在增加。
他们开始进口柴油，这就需要码头和管线，还有油箱、火炉和烟囱。
然后他们需要技师来做维护工作，还需要更多的人来为技师服务——厨师、司机和其他雇佣劳动力。
人口在膨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的出路>>

旅游者想到岛上来看野马，他们要用水，还需要新的排污设施，但是地下水位已经太低，污水也必须
被收集起来排放到别的地方去。
马儿必须被关在围栏里，它们不再是野马了，这也是为了保护它们⋯⋯    这是一连申的连锁反应，每
一个问题都影响到其他问题。
如果不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
    在塞布尔岛的案例中，你可以快速地解开这一团乱麻。
把人统统送走，就可以避免一切麻烦。
    但是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就没这么简单了。
没有可以从外部进口的资源，也没有地方去丢弃废物。
我们只能耗尽自然资源，然后生活在自己制造的麻烦中。
这正是我们正在对我们的星球所做的事情。
    答案很简单：停止扩张，不要耗尽资源，不要制造垃圾。
这就是出路。
    真正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去做。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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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维利耶没有直接讨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是回过头来分析全球变暖的政策，揭露了一个事
实——“在混乱无序的大海中，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小气泡里”；此外，灾难才是宇宙的正常
状态。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Weekly)，星级评论    作者凭借平缓的语调和独特的幽默，把有史以来
最令人郁闷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富于启迪。
    ——《洋葱》杂志(TheOnion)    在本书中，资深旅行作家维利耶探索了地球的破坏倾向。
这是一部十足的惊悚之作，剖析入理、震撼人心。
    ——《柯克斯书评》(Kirkus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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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是不是世界末日？
没有人知道。
    但是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扩张、开采、掠夺、滥用和浪费，我们的地球已经不堪重负，这是不争的事
实。
    在《人类的出路》(作者马克·德·维利耶)这本书中，人类面临的紧迫全球性挑战，第一次被视为
大型危机管理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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