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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的能源 

作者: José Goldemberg Thomas B. Johansson, Amulya K. N. Reddy,&n  

本文讨论了有关能源的思想观念的演变。20年前当几位作者开始携手合作研究能源时，人们一般是以发展的眼光、从供应方的角度来

考虑能源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到消费趋势以及如何扩大供给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上。这种方法在能源利用的环境影响、安全性和公

平合理性方面的研究局限深深地困扰着他们。例如，大约有20亿人口经济条件有限，买不起现代能源，这严重限制了他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此外，能源还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室内空气污染、城市空气污染、酸化和全球气候变暖等。笔者认为，应当

树立新的能源供给观念，使能源的供给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笔者主张，能源必须成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上可行、以

需要为导向、自力更生的以及无损于环境的发展——的工具，而且，应当将研究重点放在能源的终端用途上和能源供应的服务上。有

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源技术方案也在本文进行了讨论。文中强调了制订和运用新型能源技术解决方案的必要性。笔者以巴西

乙醇的利用为例，阐述了使发展中国家避免重复工业化国家所犯错误而在技术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文中还重点介绍了在发展

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可能起到的作用，阐述了农村能源的近期和远期战略。最后，介绍了促进能源系统的发展，

使之与可持续发展的步调一致并且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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