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沒有顛覆性的創新，石油將繼續在全球經濟中主導。資料圖片

文：陳志華

在我們的歷史長河中，有一個話題始終引發無數爭論、爭執與思考，那便是石油。當今世界，減少對
石油依賴的呼聲從四面八方不斷高漲。然而，這些聲音背後的真實意圖究竟是出於真誠的環保意識，
還是僅僅流於形式的口號，至今仍無法斷言。

追溯到1856年，那是尤尼斯 ·富特進行了一項開創性實驗的年代。她準備了兩個管子，一個充滿普通
空氣，另一個注入二氧化碳，並將其放置在陽光下進行觀測。結果顯示，注入二氧化碳的管子溫度顯
著上升，且持續時間更長。這一發現使她得出結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會導致地球變暖。

三年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鎮上，埃德溫 ·德雷克發現了石油。整整一個世紀後，當美國石
油工業舉行百年慶典時，原子彈的發明者之一愛德華 ·泰勒卻在演講中警告：燃燒煤炭和石油釋放的
二氧化碳將加劇溫室效應。他呼籲人們尋求可再生能源，這番言論幾乎使他遭到驅逐。

如今，溫室效應的威脅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全球經濟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依然深重，其中石油更是
佔據了三分之一的份額。諷刺的是，曾經推動我們科技進步的石油，如今卻成為了人類文明的潛在威
脅。因此，全世界一致呼籲將地球升溫限制在攝氏1.5度以內，並實現碳中和。然而，許多工業化國
家對石油的深刻依賴使這一目標的實現充滿挑戰。

石油的故事在尼日利亞繼續演繹。當英國殖民統治結束時，尼日利亞是一個農業主導的國家。北部生
產棉花，西部種植可可，中部以橡膠為主，南部則以漁業聞名。尼日爾河三角洲的豐饒不亞於珠江三
角洲，漁民們在潮漲時放網，退潮後滿載而歸。然而，他們未曾料到，這片土地下暗藏着豐富的石油
資源。1956年的石油發現讓當地人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幻想着財富的來臨，渴望能如沙特阿拉伯般
崛起。

在石油發現之前，尼日利亞人依賴牛驢耕作，效率低下。然而，煤炭的出現改變了一切，推動了機械
化生產，助力英國成為首個工業化國家。隨後，石油的出現帶來新的契機，提煉過程中的廢物竟成為
優質的汽車燃料——汽油。英國人逐漸意識到能源的重要性，開始尋求在伊朗的石油資源，最終成立
了昂格魯波斯石油公司，今日所稱的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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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塑造了現代社會，使人們得以自由出行，改善了無數人的生活。然而，與中國的商業模式不同，
英國的做法卻顯得相當掠奪，絕大部分利潤被英國攫取，伊朗僅獲得微薄收益，導致當地民眾不滿，
要求收回石油產業。1953年，英國與美國聯手策劃了在伊朗的政變，推翻當時的政權，扶持了一位
親西方的國王。隨後，三國共同創辦了七家石油公司，控制了全球85%的石油儲備，其中BP便是其中
之一。

尼日利亞獨立後，南部的比夫拉地區試圖脫離國家，卻因石油資源的存在，尼日利亞政府在英國的支
持下展開了鎮壓，導致超過100萬人喪生的內戰。比夫拉於1970年投降，次年尼日利亞加入了石油輸
出國組織OPEC。隨着油價飆升，尼日利亞迅速崛起為非洲的富國。然而，繁榮未能持久，油價崩潰
後，尼日利亞經濟陷入困境，資源詛咒的現實令其愈加脆弱。

由於不同民族地區的強行合併，加上官員貪污腐敗與缺乏家國情懷，環境問題被嚴重忽視。如今的尼
日利亞石油產區生態遭到嚴重破壞，漁民即使辛苦捕撈一整天，也未必能收穫一條魚。隨着化石燃料
的使用，全球氣溫已經上升超過攝氏1度，發達國家紛紛呼籲減排。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例如尼
日利亞，仍在全力以赴實現工業化，拒絕接受停止石油開採的提議。

在2015年，全球在巴黎召開會議，發達國家成立綠色氣候基金，承諾每年捐贈1000億美元，幫助發
展中國家轉型，減少石油和化石燃料的使用。然而，每年捐的錢，實際捐款與承諾之間的距離卻讓人
失望。2020年，英國首相在非洲發表講話，呼籲減少煤炭和石油的使用，但實際上，能源交易中仍
有90%依賴這些化石燃料。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議。對於西方國家，在氣候政策上搖擺不定。如今，
全球經濟規模約為88萬億美元，石油依然在其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如果沒有顛覆性的創新，石油將繼續在全球經濟中主導，對環境造成持續的污染。曾幾何時，石油公
司以「不可再生資源」為名控制高油價，而如今科學家們卻提出石油或許是可以再生的資源。如果石
油真的是如此珍貴的可再生資源，那麼資本家們又怎會因為環保而放棄這一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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