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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电力和环境:选择的依据
许多国家虽面临困境，但存在着选择的余地

在需要更多的能源特别是电力和需
要保护生命、健康和环境之间，无论是在一

国、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着尖锐的

矛盾。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人均消麓量，一般

是工业化国家的一小部分。以电为例，孟

加拉国人均年用电量不到 100 千瓦小时

(kW的，而挪威却超过 25000 kWh o 毫无疑

问，发展中国家将设法扩大其能源的产量

和用量，特别是电力的用量。实际上，我们

可以预见到，工业化国家也将这么做。以发

展核电迅速增大发电能力著称的法国，现

在不但使其人均年用电量达到了约 6500

kWh，而且在输出部分电力。诚然，法国人

也将象挪威人已做的那样，在适当的时候

增加对电力的依赖，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

什么可怀疑的吗?

尽管现实如此，但人们也知道，为了增

加发电量，也许在某些地区要建造水坝和

淹没大片土地，也许要建造核电站，再不然

就是在化石燃料电厂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

碳已占全部排放量 25%的今天燃烧更多的

化石燃料。

在国家一级，许多政府陷入这种困境。

他们预见到有必要多发电。然而，水电计划

和核工程两者都可以因居民的公民投票而

受阻，更多使用化石燃料也会遭到强烈的

反对。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关心的主要是使

当地的农田减少之类的不良后果，很少考

虑未来的全球影响。

在地区一级，经常能看到人们在议论

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氮的氧化物对森林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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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的环境影响。在欧洲，60%的二氧化硫和

30%的氮氧化物排放物来自电厂。最近由

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通过的有关

能源宪章的提案强调，应将环境保护作为

该宪章的主题之一，这并非意外之事。

在全球一级，人们的担心集中在全球

气候变暖的风险上，这种变化与燃烧化石

燃料排放的 CO2 有关。

鉴于这样一些令人沮丧的局面，有些

国家主张召集会议，以讨论问题和确定可

能采取的行动。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二氧

化硫和氮的氧化物)跨国界污染，在技术上

是可以解决的。仅仅是资金和时间问题。二

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问题，则是一个

更加棘手的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

(IPCC)研究这个问题已有多时，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也将于 1992 年在巴西讨论

这个问题。

开会是一回事，找到答案却是另一回

事。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 曾于

1987 年提倡采取节能的路线，并极力主张

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又坦率地承认，根本

没有能令人满意地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

另有一些人则一直不够稳重，他们认

为只要我们在使用能源时不大手大脚，并

且更多地依赖象太阳能和风能这样的可再

生能源，我们便能取消核动力并减少对化

石燃料的依赖。他们指的是采用已开发出

的最好的技术，如采用比目前常用的耗电

少得多的新型灯泡和冰箱。这种意见大多

是以趣闻轶事为依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它没有市场。作为个人，我们往往是在偶

然目暗或偶然由传播媒介得知某种证据

一一例如切尔诺贝利事故、科威特油井大

火、煤矿爆炸、佛罗里达州为节电而降低电

压、电动汽车的表演y以氢为部分燃料的飞

机、科学家之间关于冷聚变的种种议论和



某国建成风力电厂等等一一之后形成某种
看法的 。

不过，虽然作为个人我们允许象印象

派那样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作

为个人不可能系统地研究影响我们自己的

所有问题，但我们仍然希望社会作为整体，

能够取得尽可能最充分和最好的证据，以

便采取理智的行动。

当然，即使已经有了编篡好的系统性

极好的数据，我们也有权根据趣闻轶事和

印象形成自己的看法。此外，人们通常还会

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派别从同样的数据中

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

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也要比曾使他们说"我

要电，但不要核动力"的报道聪明得多。我

认为，老百姓们知道所有发电活动都对生

命、健康和环境有某种影响，因而我认为，

政府和政府间主管部门设法将客观的评价

意见和数据告诉群众是有意义的。

关于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下面我想着重介绍一下这次学术会议

上将发表的主题论文中我认为特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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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观点: 法国塞纳河畔的诺让

第二，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生 核电厂。(来源:EdF)

产更多的电力 。 提高效率虽然非常实际，也

非常必要，但抵消不了需求的增长 。 我想从

一开始就指出，正是有了电力，我们的生

活水准和生活质量才有了非常明显的改

善。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最近有人问他

的 105 岁的父亲，他认为什么是他漫长一

生中经历过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 他父

亲(一位教授)毫不迟疑地答道"电的被采

用"。 但也常常昕到有人在劝说人们回到最

少依赖电的生活方式中去。现实是电力已

将能源送到我们的家门口和房间 。 充足的

照明延长了我们的白天，并使我们的街道

夜间大放光明。各式电动水泵把水送到了

田间和千家万户。冰箱和低温冷藏箱能使

我们的食品保持新鲜并减少腐烂造成的损

失 。 电视则使我们能够"不出门而知天下

事"。 电炉、电费斗、电动真空吸尘器和无数

的其他电器，都使我们生活得更加舒适。

就全球而言，除渴望达到更高的生活

水准外，导致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的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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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素是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不仅对于

电力使用量，而且对于所有环境问题都是

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因此，我不得不就这个

问题多讲几句。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人

口增长数将大体上与本世纪以前的 1900

年中的增长数相当。讨论未来的全球环境

如不考虑人口问题那是毫无意义的。

电力使用量的增长快于能源总消耗量

的增长，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在许多工业

过程中，改用电力能节约一次能源，因为电

力在最终使用时更有效、更灵活。此外，使

用电力往往能带来比较明显的环境效果，

因为电力的最终使用是很清洁的。以无轨

电车代替柴油公共汽车就是一例。如果允

许我就环境问题提两点希望的话，第一是

使用经济上有生命力的电动汽车，第二是

建立高速电气火车网，将国家与国家以及

大陆与大陆连接起来?从而减少即使距离

不远的旅行也要以高能耗把人升到万米高
空的必要性。

提高效率确实谁都不会反对。成问题

的是能节约多少及实现的速度如何。值得

指出的是，提高电力使用效率决不能抵消

由更多地依赖电力服务所带来的更大的需

求。每台新型电冰箱可以少消耗一些电，这

一点没错，但未来要新增的电冰箱数目巨

大，它们需要消耗的电比可能节省的要多。

例如，中国就有使每家每户都有一台电冰

箱的志气。即使这些电冰箱是最现代化、

最有效且容量适中的，它们也将需要约

20000兆瓦 (MWe)基荷发电能力，或者说

需要 20 座 1000 MWe 的大型核动力堆。

我想着重说明的第二点是 z所有的能

量来源都会对生命、健康和环境产生某种

影响 F所有的来源都是我们需要的;因而摆

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不是包括或排除某

些选择，而是如何从国家和全球的角度找

到最佳的构成。

看来认真地研究与每种能量来源的整

个燃料循环有关的风险和后果是非常明智

的。研究范围应该从天然气、煤或铀的开采

开始，中间是运输，直到燃烧t废物的处置

和排放为止。我们想要估量的无非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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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用电量对健康和环境的总后果。

另外的重要区别是正常运行时的风险

与事故时的风险之间的区别。例如，燃煤电

厂在例行运行中排放大量废物，水电站在

例行运行中不排放任何废物，而核电站在

例行运行中只排放很少量的废物。相反，核

电机组的事故会产生危险性大的排放，水

坝事故也许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看来，把当地(一国〉影响、地区影响和

全球影响，以及直接健康效应与间接健康

效应区分开也是必要的。将一种能源的全

球影响与另一种能源的当地影响相比较，

是没有意义的。就间接健康效应而言，我们

知道，人们在估算辐射的间接健康效应，却

没有估算其他场合〈例如燃烧化石燃料的

排放物)的间接健康效应，尽管这样的燃烧

能释放隶、铝等金属。这是因为，在后一类

场合下，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数据。我们千万

不要忘记这些事实。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援引一些使人

喜忧参半的说法。喜的是"发电系统中的所

有大型燃料循环如果都采用最先进的技

术，就能以相对说来较低的健康和环境风

险提供电力。h忧的是"但化石燃料排放二

氧化碳问题是个例外"，实际上这就等于认

为"全部能量来源 2010 年全球碳排放量的

最雄伟可行的指标，也要高于 1990 年的排

放量。"

这似乎与著名的 1988 年多伦多目标

一一到 2005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0%一一相去甚远。

最后允许我再引用一句话"核能有对

降低碳排放量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力"。我还

必须引用同一句子的末尾部分"……它能

否被社会认同仍然是个问题。"

我坚信，科学地和不带偏见地研究电

力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明智之举，这

可以产生积极的长期效果，并有助于理智

的讨论。

势本句和以下诸句均引自 1991 年 5 月于赫尔

辛基举行的电力与环境高级专家学术会议上宣读

的主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