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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常高兴能为《能源革命：改变21世纪》这本书写序，两位作者探讨的能源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课题，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
我曾经多次强调，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有四个重要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一、�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世纪50年代，卡尔森写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
视。
联合国在上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且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也成为涉及人
类存亡的重大问题。
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即将迎来的是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中需要一种
新的文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样的文明即将到来的有力响应。
二、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环境问题包括很多方面。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量排放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是
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低碳的概念也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
我个人的理解，低碳经济是一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我们的观点和西方的观点有一点不同，我们并不是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作为我们发展低碳经济
的唯一目标，而是把低碳经济的目标定为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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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新能源革命的历史挑战与机遇”“新能源发展的选择与发展之道”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探索宏观问题，即能源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第二部分研究了新能源尤其是太
阳能产业发展所涉及的技术、管理、资金、人才等问题，认为中国展开新能源革命是实现历史梦想的
根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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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新能源革命的历史挑战与机遇第一章 1500时代：话题从这里展开一、哥伦布、新大陆与1500
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将当今的时代归为1496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开启的新时代，
这是具有大时空的历史视角与展望的。
新大陆的发现使人类第一次真正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与全球化发展的可能。
新大陆的发现使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扩大了1倍左右，使欧洲的发展空间扩展了3倍左右，对西欧而言
相当于生存空间扩展了5倍以上。
新大陆的发现确实是推动500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近于天堂的南北美大陆的广饶平原，得天
独厚的气候条件——濒临大西洋、太平洋而享有的丰富降雨量，这是欧洲大陆的西欧、中国沿海及其
南部、南亚才能与之相比美的。
在几千年的传统政治（包括社会和地缘政治）中，围绕土地而展开的生存空间多少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土地是人类社会之母。
这种生存空间的大幅扩展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这个新大陆的发现无疑是推动500年来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动力。
就此而言，哥伦布确实是-个与耶稣、孔子、穆罕默德、牛顿同一层次的伟人。
这也是人类历史的-个壮举，-个“小人物”——航海家、武夫、敢赌命的“赌徒”，成了历史的中心
人物，为人类取得了最大的“实惠”。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核心指标人口、GDP增长而言，新大陆发现以来的整个500年的发展可以分为两
个大的阶段：1500～1820年的工业革命前三百年发展期，和1820年至现在的工业文明发展期。
1820年前的300年可以视为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大时代相交的过渡期，这个时期构建了工业文明飞
速发展的基本结构：以牛顿体系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以英、法革命所建立、推动的欧
洲新型制度体系的基本转型、城市化的初步兴起与经济有-个相对较高的增长。
当然这两个阶段还可以再细分，有论者将1500～1700年的两百年称作工业文明的前发展期，到1700年
，历时200年的英国圈地运动基本结束，英国城市化正在兴起，同时以牛顿定律为依托的自然科学已经
走入蓬勃发展的新历史时期（现代科学可以认为起源于1686年牛顿完成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这个历史时期也可以视为大的历史时代相交的转折过渡期：中世纪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期，也就是
说，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大约经历长达300年的历史时期。
无论从哪个硬指标看，都必须承认，真正意义的历史巨变是从人类社会大规模利用蒸汽机的时代而展
开的工业革命，这是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开始。
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而这个传统说法很难表现这个变革的本质，以及这个时代变革的精髓。
工业革命或者现代文明其本质是一场能源革命，是化石能源取代植物能源成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根
本基础：化石能源以动力、原材料的形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根基。
大规模的冶炼成为可能，并磅礴展开，从而使规模化的设备生产成为可能；化石能源作为动力取代人
力、畜力、植物以及水力、风力成为动力源，使一个高速的世界、机器的规模化利用、工业文明的时
代得以实现与展开。
按历史学家菲利普·李·拉尔夫的说法：“在1830年左右之前的工业革命不具任何重要意义。
”其关键是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
其实在1830年前，人类社会已经基本完善、成熟了蒸汽机，从1712年托马斯·纽可曼率先发明蒸汽机
，再经瓦特从1763-1769年的重大改造，蒸汽机已经基本成熟，瓦特与人合作的公司到1800年仅销售
出289台蒸汽机。
但大量的蒸汽机购买者多不完全使用它，主要原因是其动力源依赖木柴，而使用木柴消费就算是家底
再厚的企业也难以承受。
工业革命没有展开的关键是没有获得大规模的化石能源利用，在1850年前后，由于法国的加来海峡地
区和德国鲁尔地区的煤矿发现与开发，从1850年到1869年间，法国的煤产量由440万吨上升到1330万吨
，德国的煤产量由420万吨上升到2370万吨，整个世界从1830年煤炭消耗量占整个能源消耗量的不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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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在1888年达到48％，尔后迅速超过木材使用量，成为主要能源。
大量的蒸汽机派上用场，交通、钢铁、电力迅速得到推动。
整个世界经济、社会产生连锁式飞跃发展，世界从此正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传统的历史评估与总结有-个相当大的局限，这就是缺乏定量研究。
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如果没有定量将是一个重大局限，很难真正揭示隐藏在缤纷多彩世界后面的那种
内在的神秘力量、动力、原因和规律。
就此而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历史视角和历史认识的新方法来展开历史的认识，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
本源，从而正确、深层次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再去认识未来、把握未来、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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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能源、环境、经济、社会的系统思考，大胆而新锐，值得一读。
　　——成思危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以物理经济学的跨界视野
，探索能源与人类大历史的关系。
　　——陈昌智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新世纪的能源问题需要新的思索，本书的主题切中
要害。
　　——黄孟复 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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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能源革命(改变21世纪)》：以太阳能电池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和未来：人类
的财富将完全摆脱虚拟性，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能源的基础上。
巨大的新能源产业投资规模，足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历史性动力。
一个集中有度、分散有致，集中分散相协调的人的居住和聚积形态将成为现实。
人类社会将第一次真正跨过可持续发展的门槛。
中国将真正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其资源禀赋和总产值有可能达到美国的1.5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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