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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有一天石油枯竭了，整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石油的耗尽将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呢？
无论如何，这一天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不是在今天，也不是在明天，或许就在不远的后天。
    20世纪后半叶的两次“石油危机”已经为全球社会敲响了警钟。
随后，人类为寻找石油替代能源而做出了种种努力，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异军突起，人类似
乎看到了减少对石油过度依赖的些许曙光。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新世纪，油价的剧烈震荡使得全球社会的脉搏也加速跳动，“第三次石油危机”
令全世界惊恐不已。
    如果到了“后天”，石油耗尽了，我们的世界是一片恐慌，继而死一般沉寂呢，还是能够化险为夷
、重焕新生呢？
这既是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全面而细致地回答了这些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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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锋，博士，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石油地质与天然气水合物领域的研究。

    曾供职于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主要从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工作，并担任《中国新能源
》期刊主编、首席评论员，相继在《经济日报》、《南方》、《大众科学》等国内多家媒体与刊物发
表文章，其中2006年8月在《上海证券报》发表的“打开新能源的七大问号”一文在资本市场获得极大
反响。

    曾受邀参加中金公司举办的年度论坛，报告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状况。
也先后受邀赴博时基金、华安基金等公司做新能源行业发展的主题讲座。

    由于多年从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行业，长期处于替代能源科研第一线，对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与
利用等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加之将替代能源开发问题与社会发展大背景密切地美联起来，因此受到了各方的关注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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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石油·黑金　　从本质上说，石油无非就是动植物的遗体。
只不过它们深埋地层，历经亿万年之久的复杂地质变化，早已经面目全非了。
今天流动着的石油液体中，已经难以找到这种影子。
如果没有人类的眷顾，这些经过演化的动植物遗体除了极少数被上帝拿出来“晾晒”，从地下自然冒
头以外；绝大部分将会暗无天日，永久地长眠于数千米的幽深地层，同时也可能悄无声息，消逝于更
深邃的历史隧道中。
但是，或许是机缘巧合，或许是冥冥中注定。
总之人们发现了地缝中自然冒出的石油。
这最早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中国。
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中便有“高奴，有洧水，肥可燃”的描述，这是迄今为止见
诸文献的关于石油的最早记载。
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关于石油的历史记载，如古代波斯的石刻记录了波斯上层社会使用石油来照明等
活动。
显而易见的是，那时候人们对石油仅仅是简单地就地取用，而且局限在不大的圈子内，如古代中国有
一些地方通过烧石漆（石油）来制盐。
那时的人们无法真正理解石油的价值所在，至少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石油的重要性明显比不上食盐
，否则古人就不会用石油烧制食盐了。
可见，石油并不是与生俱来就那么显贵，黑金也只是后来人们对石油的称谓。
　　现代意义上的石油利用始于一个半世纪前。
1859年美国人狄拉克在宾西法尼亚州钻出了第一口油井。
随着油液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世界第一口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油井就此诞生。
石油工业也由此拉开了历史大幕。
在社会这座大熔炉里，石油被炼成黑金的过程才刚刚开始。
　　1.缘起抹香鲸油　　抹香鲸油是从一种叫抹香鲸的鲸类脑部提取的油脂。
如果说现代石油工业的诞生是因这种油脂引起的话，人们一定会感到惊奇，但情况看起来就是如此。
　　19世纪初期，大工业革命在欧美社会逐步向纵深发展。
没有什么比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更能体现工业革命的扩张了。
蒸汽动力的大规模应用，在解放人力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学习工业科技知识的动力。
阅览与求知一时间蔚然成风，渐渐成为了人们习惯性的选择。
这使得人们对于室内照明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对照明燃料的需求也急剧增加。
煤气灯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于欧洲的各大城市中。
但是，将煤变成煤气的工厂建造成本很高，而且输送煤气的管道也只能铺设在人口密集的中央城市才
有经济价值。
在没有煤气的地区，用鲸油照明成了一种不错的选择，看起来也是唯一的选择。
19世纪前半叶，鲸油在美国是很重要的油料，因为美国居民普遍使用鲸油作为家庭照明能源。
尤其是抹香鲸油，其不仅是上品的照明油料，而且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广受民众的熟知与欢迎
。
而上述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捕鲸业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在鼎盛时期，美国有近一半的渔船从事捕鲸业，从而支撑着对鲸油燃料的庞大需求。
当然，这种情形在现今社会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人类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已经不允许滥杀这些
鲸类了。
但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捕鲸取油是最平常不过了，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捕鲸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光明的使者和化身，捕鲸业也俨然成为了最受尊敬的职业。
这一现状维系多年，倒也相安无虞。
　　危机出现在1850年以后，由于对鲸油的需求逐步扩大，鲸油油料供应上已经愈发显现出吃紧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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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鲸油价格上就出现一日三价；加之长期的商业竞争，使得一些寡头式家族
企业构筑了庞大的鲸油油料购销体系，几乎垄断了鲸油供应。
从而使得鲸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不可避免。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这成为美国鲸油价格疯涨的催化剂。
　　由于大量的船只在内战期间被征调用于战争或运输后勤物资，而且美国南方的私营业主们掠夺并
摧毁了许多未被征用的捕鲸船只，可供捕鲸的渔船大为减少。
鲸油的供应日渐紧张，几乎难以为继，与之紧密相伴的便是鲸油价格的疯狂上涨。
以上品的抹香鲸油为例，其价格从战前1860年的80～90美分/加仑疯涨至1866年的2.5～3美元/加仑，美
国一些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的抹香鲸油价格甚至涨到3.5～4美元/加仑。
如果从更早期算起，抹香鲸油从1820年的30多美分/加仑上涨至1866年的2.5～3美元/加仑，价格涨了将
近10倍，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最显而易见的后果是，美国民众发觉，晚间在油灯下阅览书籍竟然成了一种奢侈的生活，这在以前可
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用小起鲸油灯这种照明设施了。
　　这种影响快速地传导到工业领域，强烈的需求使得人们转而寻找抹香鲸油的替代品。
1859年宾西法尼亚州发现石油，狄拉克开钻的第一口油井大获成功，出油量多得超乎想象，以至于刚
开始没有合适的器具盛放，只好用容积约合1.1吨的抹香鲸油桶来当储油罐，以解燃眉之急。
事实上，这些消息在当时看来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爆炸性新闻，但精明的商人却从中嗅出了商机。
一种从石油中提炼煤油用以替代抹香鲸油照明的新行当应运而生，并旋即风行起来。
煤油的用量在随后的几年间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石油开采与冶炼行业的迅猛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石油工业缘起抹香鲸油不无道理。
　　正如一个新产业的兴起必然导致传统产业的没落那样，到了20世纪初，抹香鲸油除了作为润滑油
继续使用外，传统的鲸油照明产业已基本消失，煤油照明、电力照明开始大行其道。
　　2.黑金是怎样炼成的　　如果仅仅是用于提炼煤油作为照明的油料，那么石油的需求量相对并不
高。
1859年美国的石油总产量是仅为2000桶，国内战争后由于对鲸油的替代品-煤油的需求急剧上升，进而
导致石油的产量大幅增加，到1869年，美国的石油年产量达到420万桶的规模，此后十年总产量增幅并
不大，基本稳定在500万桶/年的水平上。
可见，照明业对煤油的需求无法支撑石油工业的爆发性发展。
　　此外，石油仅被用作照明的油料来源，其前途看起来似乎并不妙。
因为1879年后电灯的发明给照明行业带来了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对煤油照明而言不啻是致命性地当头
一击。
煤油照明行业的前途已然未卜，更逞论对石油的大规模需求了。
在那个时候，石油除了照明外，几乎派不上什么大用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石油工业初期的发展
状况波澜不惊了。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情况因汽油内燃机的发明而发生了骤变。
由于从石油中提炼的汽油代替煤炭成为了动力机械的重要燃料，这使得石油的身价倍增。
随着使用汽油做燃料的汽车在19世纪90年代大量涌现，尤其以福特公司后来的T型车为代表，石油终
于被派上了大用场。
石油陡然变得稀缺起来，其产量也跟着急剧扩增。
到19世纪末期，美国的石油年产量已达到6000万桶的庞大规模，较40年前增加了几　　人们逐步发现
，石油不仅能作为优良的动力燃料，而且还有其他更多的用途。
随着人们对石油用途的进一步认识和扩大，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如脱缰之马而一发不可收，石油就是
在人类社会愈演愈烈的“追捧”下成长为“流动的黑金”和“工业的血液”。
从绚丽多姿的服饰到舒适安逸的家居；从外出代步的车船飞机到居家生活的日常必需，人们无法想象
有哪些东西与石油产品无关。
可以说，石油已经浸入了现代社会肌体的骨髓里，构成了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基石。
缺少了它，构建社会物质文明的一切条件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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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整个20世纪是石油工业大发展的世纪，更不如说是石油资源大争夺的世纪。
早在1915年，时任法国石油局局长的亨利·伯伦格就曾断言说：“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
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
”这可以看作是对石油战略地位的首次公开表述。
至此之后，全球各国持续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地争夺石油的大战。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石油作为战略资源的登台亮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石油战略地位的空前加强，石油
的影子不仅现身于这两次世界大战，更贯穿于连绵不绝的大小战争与地区冲突。
石油与战争，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与战争史的永恒话题。
任何一场现代战争，或许都摆脱不掉石油的影子。
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无不是石油战略价值的重复注脚。
　　2003年3月，在全球社会一致强烈的反对声中，美国执意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
美国的军事行动称得上肆无忌惮，几乎到了视联合国为无物的地步。
尽管全球各国一致地抗议和谴责美国，但无可奈何的是，只能眼看着伊拉克被美军占领，并最终接受
这一既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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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燃冰似冰非冰，非金却胜似金。
　　可燃冰必将引发地缘政治大变革。
　　可燃冰暗战已经在中国南海打响。
　　可燃冰之争，美中欧日谁与争锋？
　　石油枯竭之日，社会重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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