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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提到水眼
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提到水利建设
就滔滔不绝起来。

22岁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
学）毕业的陆佑楣，一头扎进水电站建
设，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刘家峡、汉
江石泉、安康、黄河龙羊峡等水电站都
留有他的身影，他的足迹可谓遍布祖
国大江南北。

如今年近八旬的陆佑楣，每每提
到这些水电站的建设，仿佛就发生在
昨天，每一个细节都让他记忆幽深。

三峡工程可以说是让陆佑楣感到
最为骄傲的水利建设工程之一，也倾
注了他最多的心血。

二十年不了情

三峡陆佑楣，陆佑楣三峡，似乎已
成一体。提起三峡，陆佑楣的名字就会
在脑海中闪现。

1984年 50岁的陆佑楣被调往北
京，任水电部副部长。时任水电部部长
的钱正英见到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调你来，为的就是三峡工程！”

此后近 10年的时间里，国务院责
成当时的水利电力部组织全国 400余
位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论证。

1993年 1月，这个从最初设想、
勘察、规划、论证整整经历了 75年的
三峡工程，终于尘埃落定。陆佑楣也当

之无愧地作为最佳人选被国务院任命
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
理。
还没来得及品味其中喜悦之情的

陆佑楣就风尘仆仆地赶往宜昌，全身
心地投入到三峡工程建设中。

从 1994年 12月 14 日三峡工程
正式开工，一直到 2003年 11月 20日
退休，陆佑楣历经了三峡工程建设中
从开工到蓄水发电通航每一个重要阶
段。
如今，让这位古稀老人颇感欣慰

的是，三峡工程早已圆满竣工并且运
行稳定，而“我干过这么多的大坝，最
睡得着觉的就是这个坝”，也成了他经
常说的话。

即便如此，早应颐养天年的陆佑
楣依然放不下他心中的三峡，更无法
停止对能源科学的探索与追求。于是，
他欣然接受组织邀请，回到三峡总公
司担任技术顾问一职。

他的工作似乎从三峡工程的管理
者变成了水电科学的传道者，严谨、勤
勉的陆佑楣不断带给我们新的观点，
让人们总能听到他清晰的声音。
“尽管水能资源开发看得见、摸得

着，资源总量也很清楚，但是制约因素
很多，而加快开发水能资源，是我国低
碳能源的第一对策。”陆佑楣说。

目前中国总电力装机容量虽已经
达到 11亿千瓦，但对于十几亿人口来
说，人均仅 0.75 千瓦左右，远低于发
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均衡，化石
燃料中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是传统能
源，不能无限开采，而电力需求却不断
增长，电力缺口日益明显，能源多元化
利用是必然的趋势。”陆佑楣忧心忡忡
地说，怎样合理选择产业布局是关键
问题。“我国要积极优化发电结构，这
不仅是目前发电行业中存在的大问
题，也是今后水电建设的重要着力
点。”

主张优化发电结构

水能是一种优质的、清洁的能源。
在陆佑楣看来，河流建坝，没有消耗一
立方水，没有排放一立方废弃物，不产
生废弃物，不污染水质环境。

统计显示，我国水能资源有 6.8
亿千瓦，理论上这些资源全部都能开
发利用，但在技术上可行的开发量只
有 5亿多千瓦，经济上可行的开发量
约为 4.2亿千瓦。
“我国目前已开发的有 2亿千瓦，

经济可行的开发量还有 2亿千瓦。随
着技术的进步，经济实力的增加，水资
源可以不断开发”，陆佑楣估算，全中
国水资源最终可以开发到 5亿千瓦。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河段，金沙

江分成上中下游，宜宾以上到攀枝花
这个是金沙江下游河段，有 4个电站
正在建设，到 2020年 4台电站陆续可
以投产发电了。乌冬德和白鹤滩正在
可行性研究，溪洛渡和向家坝明年就
要发电。等到这些电站全部运营发电，
所发电量将相当于两个三峡电站。”陆
佑楣向记者娓娓道来。
“我国水电经济可开发量为 4.02

亿千瓦，现在已经开发了 50%左右，
还有近半待开发，我国水电开发的前
景依然很大。”陆佑楣表示。

说到这，陆佑楣指了指天花板上
的电灯，说：“谁也说不清楚这电的来
源，是火力发的电、水力发电还是核
电？我们坐在这里没有太大的感受，但
是华东、华中、华南，几大发电公司由
于煤炭价格上涨，很多火电厂都在亏
损，中小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各方也
在呼吁电价改革，优化发电结构体现
在电价上就是用水电的价格平衡火电
的价格。”

从能源角度看，合理布局发电结
构简单地说就是避免远距离输煤输
电。陆佑楣解释道，比如华东、华中地
区，沿长江每隔 30公里就是一个大火
电站。这就要将煤运过来，远距离运煤
成本上升。国网公司主张用超高压输
电，北方和西北地区的煤就地发电。远
距离输电还是要烧煤，而我国二氧化
碳排放不论是从国际上减排的压力，
还是从自身国家环境的角度来讲，都
是要尽可能减少煤炭的使用。

“远距离输煤和输电显然都不是
一个理想的办法，就近合理选择电站
类型才是明智之举。”陆佑楣表示，通
过市场的规律和资源的状况来选择电
站类型，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用电问
题。例如湖北本来就缺电，湖北除了水
资源没有其他能源，那么湖北省用电
应尽可能由三峡发电供给。

让居民得到实惠

值得一提的是，修建三峡工程的
第一任务不是发电而是防洪。长江每
10年发一次大洪水，有了三峡水库，
长江下游的防洪标准可从 10年一遇
提高到百年一遇。
“三峡工程有着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重意义，而社会效益则是它
的首要体现。”陆佑楣说，原来每年带
着大部队工程浩大的检查、加固堤坝，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有了三
峡大坝问题就解决了。航运的发展，促
进了西部区域的通道建设，没建三峡
工程之前的 1993 年，航运流量为
1000万吨，现在已经达到 1亿吨，是
没建三峡时的 10倍。

修水坝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没
问题的。陆佑楣告诉记者，有人曾与他
探讨，100年后可能有很多新的能源，
那么你这个三峡电站有没有必要呢？
“假如说三峡电量不需要了，可以不发
电，但三峡水库还是要的。三峡工程的
第一目标是为了防洪，荆江河段大片
洪水泛滥，有了三峡工程就可以解决
这个矛盾”。

三峡的又一效益是抗旱，“有人说
2011年鄱阳湖缺水是由于三峡水库
引起的。”陆佑楣反驳说，其实当时长
江通过三峡的流量是 3000米每秒，三
峡水库保证下游的流量 5000米每秒，
去年最枯流量时便增加到 7000立方
米每秒，提前下泄了 200亿立方的水
补给下游，缓解了下游的干旱。这些都
是三峡的社会效益。
“客观地说，不可能靠一个三峡工

程解决长江流域的所有问题，洪水、干
旱、航运、人民生活用水都要有一套的
解决措施。”陆佑楣坦言。
“修水坝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当

地居民的利益问题，社会利益要分配
好，让水电站所在地居民都能得到实
惠。”陆佑楣认为，资源产生财富，财富
要合理分配，事实上，电量大部分供给
到了经济发达地区，资源所在地库区
居民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财富分配。
三峡每年发 847亿度电，上网电价每
度 2角 6分至 2角 7分，传输到上海
每度电 6角 1分，“如果说上网提价几
分钱，将这笔钱直接给库区居民，一年
几十个亿，就可解决三峡库区民生和
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本报记者 郑瑶 陈玮英 通讯员 孟香

魂牵梦绕的三峡情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

21世纪头十年，中国举办了两
次世界瞩目的盛会：北京奥运会和
上海世博会。在这两次盛会中，一家
德国企业的身影贯穿前后，这就是
斯尼汶特，一个以高压电阻制造起
家和闻名的企业。其凭借全球领先
的技术和严谨、细致的作风，为保障
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用电安全做了大
量工作。作为斯尼汶特在中国及亚
太地区的首席代表及斯尼汶特（上
海）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小平在
其中功不可没。

助力企业发展

2010年，斯尼汶特总裁莎尔娜·
斯尼汶特曾入乡随俗地用“牛”来形
容在上海成立的全外资子公司———
斯尼汶特（上海）电气有限公司。媒
体解读，这不仅因为公司成立于牛
年，更因为员工踏实勤恳、敢于拼
搏、诚实守信的作风，极佳地践行了
牛的精神。
“牛”正是管小平精神的真实写

照。上世纪 90年代初，管小平放弃
优越的工作，赴德国留学。苦读十年
后，成绩斐然、踏实谦逊的他受到不
少德企青睐。2004年 8月，管小平担
任斯尼汶特中国及亚太地区首席代
表；2009年，斯尼汶特（上海）电气有
限公司成立后，他又兼任公司总经
理。

十多年来，在管小平的带领下，
这家有着 180多年历史的全球高压
电气行业著名跨国家族企业，在华
业务迅速发展。同其他在华外资企
业一样，斯尼汶特尽情分享着中国
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市场。业

内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国家电网公
司已投运换流站中，斯尼汶特提供
的电压检测设备占总数量的 77%。
管小平是斯尼汶特多年来在中

国取得长足发展的亲历者，他陪伴
和见证了这家老牌德国家族企业在
中国起步、探索、发展、融合的全过
程。他表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
始肯定是不容易的。但中国工业
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释放出一
个长期而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大量
领域皆有丰富经验和出色表现的斯
尼汶特，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定
位。
据悉，在管小平的带领下，从

2007年起，斯尼汶特陆续直接参与
了东北至华北背靠背依500kV 直流
输电工程、呼辽德宝依500kV直流输
电工程、三沪二回依500kV 直流输电
工程、向家坝至上海依800kV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宁东至山东 660kV 直
流输电工程、荆门至上海依500kV直
流输电工程等。可以毫不夸张地
讲，在中国电力行业，处处活跃着
斯尼汶特的身影。也正是由于斯尼
汶特的积极参与，中国电力事业快
速发展，已经形成以 500kV 及以上
等级为骨干网架的输电系统。目
前，西电东送、南北互济，依800kV直
流输变电线路的正式投运，800kV
交流输变电示范工程的挂网运行
等，都标志着中国电网的设计和建
设水平已跻身世界电网发展的前
列。

斯尼汶特在中国的成功不是
偶然的，其中，有企业的因素，更
有企业家的因素。管小平表示，严
谨是德国特有的工业文化。在斯
尼汶特，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到
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无不渗透

着严谨、细致的作风。正是对企业
自身的信任，使得他在开拓中国
市场时平添了更多自信。熟悉管
小平的人士表示，成功的管理也
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动力。在企业
管理上，管小平适时应变，不断探
索适合企业需要的管理模式，形
成了高效的运营机制，为企业发
展注入了活力。在公共关系方面，
管小平以诚立信，有效地提升了
企业的知名度，为争取企业利益
的最大化奠定了基础。

服务中国建设

毋庸置疑，作为企业家，管小
平是成功的。但他的成功不仅仅
如此。将德国严谨的企业文化引
入中国，使这些企业成为中国经
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并发挥出巨
大作用，从而履行企业家服务于
当地社会的职责，也是管小平的
成功之处。
世纪 90年代初，斯尼汶特致力

于高电压等级的组合型光电数字互
感器的研发。随着这一产品于 2003
年在德国最大的 420kV变电站上挂
网运行，斯尼汶特在全球成为创建
数字化变电站的倡导者。2005年底，
也就是管小平出任中国及亚太地区
首席代表的第二年，斯尼汶特在郑
州变电站安装的中国第一组 500kV
光电数字电流互感器挂网顺利运
行。此举标志着这一科技创新几乎
同步在中国得到推广与应用，填补
了此项技术在中国的空白，从而让
中德两国人民在友好的合作中共同
享受到了这一高科技的成果。

2008年，斯尼汶特在国家电网
公司奥运会保电工程项目———高岭
背靠背直流输电工程上，运用了世界
上第一组电流电压组合式光纤测量
装置，从而为奥运会安全用电以及电
网智能化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2009年底，也就是斯尼汶特（上
海）电气有限公司成立的当年，首批
直流滤波电阻器交付向家坝———上
海依800kV 直流工程的使用，标志着
斯尼汶特在产品中国化上迈出了关
键一步。作为一家在电力设备研制
领域有着深厚积淀的企业，斯尼汶
特（上海）电气有限公司此后一直致
力于推进服务、制造、研发的本土
化，不断提高产品的国产化率，努力
建立更加完善的质保、服务体系，为
中国电网的特高压、超高压输变电
工程提供质量优异、安全可靠、高智
能化的设备，积极实现自身的可持
续发展。

管小平曾言：“我们在中国建设
世界第一条 600千伏输变电工程过
程中，把这些技术直接转化到中国
来，而且在中国完成了实验、生产，
得到了国家电网公司的赞同和国家

发改委的奖励。我们不仅支持国家
电网发展智能化，而且同时支持它
的技术吸收消化。”

斯尼汶特真诚服务于中国经济
建设的行为得到人们一致肯定，相
关领导表示：无论是推进电力结构
调整，电力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确保
电力生产安全可靠运行，保障电力
供应，提高电力企业管理质量和效
益，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电力企业
装备水平和设备管理的现代化水
平。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清洁能源
以及特高压智能电网建设的新形
势，使加强电力行业设备管理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高压电阻
器、电流电压互感器及光电数字式
测量技术等领域具有悠久历史的斯
尼汶特更应该发挥优势，继续为中
国电网建设、为中国电力工业装备
技术进步提供高科技成果和高品质
产品。

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2011 年
3月，斯尼汶特（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与国网签订联合制造锦屏 -苏南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设备协
议，双方一致同意联合生产该项目
中同里、苏南两换流站直流场所有
分压器和滤波电阻器，斯尼汶特提
供主要技术和核心部件，中电装备
公司负责制造安装。本次项目的签
订意义重大，不仅满足了国网公司
对直流输电设备技术水平的高要
求，也证明了斯尼汶特为提高高压
直流设备的质量和支持国产化率正
进行着不断的努力。

作为中德合作与发展的使者，
管小平以他的锐意进取、务实勤恳
创造出许多骄人的业绩。未来，随着
中德企业合作的深化，人们期待这
种交流能结出更多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郭富强 郑瑶 李岷

中德合作与发展的使者

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近日与西班牙 ACS集团下属三
家公司在西班牙马德里分别签署了巴西输电特许权资产股权
购买协议。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国际公司董事长杜至
刚出席签字仪式，国际公司总经理朱光超和副总经理于军与
卖方代表在《股权购买协议》上签字。

公司此次收购 ACS公司下属 7 个巴西输电特许权资产
100%的股权，其中大部分资产已经投入运营，其余资产预计
将在今年年底投入商业运营。该交易是公司第二次在巴西投
资输电特许权存量资产，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巴西输电市场
的份额，有利于发挥与现有资产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高公司
在巴西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日前，全球 22个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代表齐聚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出席第七届国家石油公司论坛。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出席论坛并与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乌伊萨尔共同主持论坛第二场讨论会。

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傅成玉还分别会见了土耳其国家石
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乌伊萨尔、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总
裁苏瓦雷兹、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瓦苏德瓦、巴西石油
公司天然气与电力业务首席执行官桑托罗，就双边合作等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5月 圆猿日，中央企业援疆最大扶贫惠民工程———华能别
迭里水电站正式投产。水电站的投产将有效缓解南疆地区电
力供应紧张和极端干旱缺水局面，为阿合奇、乌什两个国家级
贫困县的矿产开发、水利建设和生态保护等提供强力支撑。
2009 年，华能集团由单一无偿援助阿合奇县，向开发水能资
源的产业扶贫战略转变 , 投资 21.35亿元建设别迭里水电站。
别迭里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为阿合奇县新增税收 4200多万
元，增加 4.5万亩饲草料基地 , 灌溉面积达到 38万亩，解决
900户牧民的定居问题。托什干河下游乌什县也将在提高防
洪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获益。据悉，华能自 2007年进驻
新疆以来，目前已累计投资 160亿元，逐步成为新疆能源领域
发展建设的主力军。

5月 28日，中国海油与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动力岛设
备采购合同签字仪式在京举行。总价达 38.7亿元的合同签署
标志着两家央企联手打造天然气电厂的行动迈出重要步伐。
此次合同包含了中山嘉明电厂三期项目 3台 39万千瓦和珠
海电力一期项目 2台 39万千瓦的动力岛设备。动力岛设备的
采办是两个电厂项目的关键环节，总价约占两个项目总投资
的一半，直接关系到这两个项目的总进度和总体质量。两个发
电项目投产后，新增装机容量将达 220万千瓦以上，新增年发
电量超 100亿千瓦时，相当于 2011年珠海市和中山市社会用
电总量的 32%，对推进广东省电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电力
产业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国网购巴西输电特许权资产股权

傅成玉出席第七届国家石油公司论坛

央企援疆最大扶贫惠民工程正式投产

中海油与东方电气签署动力岛设备采购合同

———记斯尼汶特（上海）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小平

华电能源公司全面强化“价值管理”，实施“四个着力”重要
举措，通过狠抓煤、电、热、政策、资金、利润等创造价值的关键控
制点，增强了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管理效益显著提升，前四个
月经济增加值累计完成 1.86亿元，在集团公司各企业排名由去
年的第十名跃居到第四名，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高 14396万元。

同时，公司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通过收购煤矿和矿产的
勘探权，在煤炭产业拓展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完成了华电能源
工程公司组建工作，全资并购黑龙江龙电设备有限公司，使工
程技术板块初具规模。组建了黑龙江华电联合物资公司，加快
了燃料公司的并购工作，“热电为主、煤为基础，工程技术、产
业协同”的全新产业布局基本形成，发展质量有了显著提升，
产业协同优势初步显现。

华电能源价值管理促进效益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