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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敲响终极危机的警钟，揭开石油行业的神秘面纱，分析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思考人类文明
的未来出路。
    据普遍估计，我们人类至今已用尽一半的石油，但我们的人口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
我们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用完剩余石油中最容易开采的那部分。
在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持乐观论调的不乏其人，他们集体导控着人民、政府的意见和看法，因此许
多人无法接受真相，无法想象我们的世界也许即将面临人类智慧无法解决的严峻问题。
1998年前后，“最后的能源危机”的概念开始回潮，在互联网上首次出现。
我们很容易理解丰富的化石燃料能造福人类社会，却常常意识不到人口的多寡、人类的命运与煤炭、
石油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书是各种专题的一个组合，包括技术、政治、生态，以及有关能源和社会的经济命题，各领域的专
家学者将以他们各自专业的视角，帮助读者真正理解这最后的危机的来龙去脉，剖析深藏着的真相，
预测未来的走势，指出人类的出路。
    经济学家们错误地指出，由于机器的改良（而不是燃料种类及形式的日渐多样化），即便燃料资源
减少，我们仍可以产出更多的能源，这让人们误以为我们的世界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然而，事实却是1830年至2001年世界人均能源消耗增长了8倍。
    21世纪，我们面临着石油的自然枯竭，更糟糕的是，我们无法找到一种同样有效、便捷、廉价的替
代燃料。
    人类早已作茧自缚，一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大量能源及物质需求。
只有物质需求减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才能得以缓解。
如何实现平稳过渡，是现今我们所面临、需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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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矿物燃料作为动力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在工业革命提高食品运输、货运和客运效率之前，人
口密度与资源多少之间存在相互联系。
如果人口过多，超过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些人口将无法长期生存。
但是，由于人们找到越来越多以廉价矿物燃料为主的能源，由于交通运输系统因此而日益进步，只要
通过从其他地区输入资源，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就可以超越该地区的物质和生态承受能力的限制。
只要能源价格依然保持低廉，只要能源产量依然丰富，同时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依然还能忍受，这种
情况就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现在，这种人口超载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世界人口总量已经超出了整个地球的物质和
生态承载能力，仅仅依靠矿物燃料维持现状。
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
所谓的生态足迹，就是为一个地区全部人口生产足够资源并吸收相应二氧化碳排放量所需的具有生态
生产力的土地或海洋面积总和。
同样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的文章《跟踪人类经济的生态超载》中有所介绍。
　　美国发展重定义组织于2002年11月做出一份报告，概述了146国的生态足迹。
正如可持续性研究专家解释说，“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容量约20%”。
他还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生态赤字正在上升。
由于这种过度消费，人类经济正在耗尽地球的自然资本”。
　　正在消费约四分之三世界资源的是生活在所谓“富裕国家”的大约12亿人口，而消费剩下的四分
之一的是世界上另外50亿人。
在这50亿人中，三分之一（根据各种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属于生活在严重贫困或极端贫困的人口
。
　　如果全世界全部人口都以美加两国国民的平均物质和能源消费水平进行消费，那么地球的全部资
源和面积需要乘以三倍才能提供满足需求。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这在客观上是否可能实现，二是经济扩张在逻辑上是否能够有效消除贫困
。
既然石油与天然气推动了各种经济扩张，那么石油顶峰和天然气顶峰的来临以及随后世界石油产量的
滑坡将直接威胁到试图实现全球经济无限增长的努力。
　　1997年，地质学顾问沃尔特?扬这样写道：无可争议的是，石油生产将会达到顶峰，之后其产量就
会开始下降。
如果情况确实更加乐观，也就是说，石油顶峰到来的日期会比大多数地质学家预测的日期要稍晚一点
，这样的乐观情况只会使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这就意味着，等到石油产量到达转折点的时候，当时的人口会比原先的人口更多，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人将更难适应缺乏石油的生活。
若要构想“后石油时期的标准生活方式”，就要考虑世界能源形势的无数方面。
一旦世界石油总产量下降，最终无法满足世界石油需求，将带来很多后果：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被改
变，个人生活方式也被改变。
　　在石油顶峰以后的数十年里，世界石油产量的持续下坡趋势将会造成世界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
有量等方面的严峻形势。
仅仅因为这个因素，世界人口数量就将很有可能明显减少。
作为地球村成员，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来迎接这个挑战？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提倡保持现状的人说，等到石油用完的时候，取而代之的会是极端的节能措施以及向可再生能源
的彻底转变。
而与此同时，各国政治领导人一边抵制石油与能源价格的提高，一边又时刻声称对“市场机制”充满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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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有可能出现技术改进（但不是技术突破），但是各种迹象表明，现在既没有出现彻底的节能措
施，也没有向可再生能源发生彻底转变，而且甚至各国领导人也没有一致推动这个事业的发展。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廉价石油产量的持续增长导致了人口大幅增加，工业和技术对环境产生严
重影响，城市型工业化国家对廉价矿物能源极其依赖。
如果重要原材料、粮食、能源矿石和工业产品的运输继续依赖廉价矿物能源，而矿物燃料却产量下降
、价格惊人，人类就走到了转折点。
目前的发展将无法无止境延伸，而且在我看来，甚至不会超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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