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以三峡工程调节
川江洪水是唯一正确
选择

历史上，川江洪水调节大体分
为两个时期，先是“云梦泽”时期，
然后是“洞庭湖”时期。随着洞庭
湖的萎缩，荆江河段行洪能力和洞
庭湖的蓄洪能力，与川江来的洪水
矛盾逐渐突出，导致洪灾连年不
断，损失巨大。如何解决这个矛
盾？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
提出了开发三峡的设想，成为中华
民族的百年“梦想”。

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
水，是洞庭湖由兴变衰的转折点。
1873年后，川江来洪水分四口入洞
庭湖，不但加剧了洪水灾害，还带
入大量泥沙，平均每年有9800万立
方米，导致水面面积以平均每年约
18平方千米的速度锐减。到20世
纪 80 年代初期，湖面已缩小到
2691平方千米，容积减为170多亿
立方米。昔日八百里洞庭的大湖
景观，已被大片圩垸林立的平原分
割成洪道相连的湖泊。洞庭湖随
云梦泽之后，也在走向萎缩以至消
亡。

面对洞庭湖的不断萎缩，长江
洪涝灾害的破坏和地区发展矛盾
日益突出。长江中游洪水如何调
蓄，成为治江难题。在三峡大坝修
建以前，人们采取了种种措施、尽
了最大努力对洪水进行严防死守，
但成效有限，荆江洪峰成了影响全
国政治经济大局，成为国家的心腹
大患。

我国水利专家、全国政协原副
主席钱正英同志曾指出：“经过几
十年的研究，除了修建三峡工程代
替洞庭湖以外，别无出路。三峡工
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洞庭湖
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调控洪水的
灵活性、可靠性和调控能力远远超
过自然分洪条件的洞庭湖，而且库
容比洞庭湖大，可以长期有效使
用”。

二、三峡工程使我国
水利水电开发水平走在
了世界前列

三峡工程建设是在我国由计
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期间进行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三峡
工程建设。由于工程规模空前、技
术复杂、施工难度大的特殊性，中
央创新了领导组织形式，实行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决策、
实施”两分离的体制机制，调动了

各方面的积极性，确保三峡工程建
设稳步进行。

在国家层面，众多党和国家领
导人对于三峡工程的兴建都十分
关注。截至2014年，国务院三峡建
委共召开了全体会议18次，并对三
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移民工
程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作
出决策。在企业层面，先后成立

“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和“中国电
网建设总公司”，并按照市场化原
则组织建设和经营，推行业主负责
制、合同管理制、招标投标制、项目
监理制等新机制。这两个层面概
括起来就是“政府宏观决策，企业
市场化运作”，理顺了政府、企业和
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第一
次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进
行的大型工程建设。

正是由于体制机制创新，
三峡工程的三期工程都如期完成
建设任务，破解了诸多世界级难
题，建成世界领先水平的三峡工
程，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0多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0多项，形
成专利近千项。

三、三峡工程是加快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
动力

三峡工程是治水理念的新发
展和新突破，为治理大江大河提供
了宝贵经验。

——防洪减灾确保荆江两岸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三峡工
程的首要出发点是防洪。三峡工
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能扼住上
游洪水的咽喉，可使荆江河段防洪
标准由原来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
年一遇。自 2003 年蓄水以来到
2015年，三峡水库累计拦洪38次，
总蓄洪量1121亿立方米，确保了人
民的生产生活安全，突现了防洪减
灾效益。

——发电惠及十多个省市。
三峡电站装机总容量2250万千瓦，
单机70万千瓦，均为世界之最。从
2003年6月开始发电到2015年底，
累计发电量达9000多亿千瓦时，惠
及湖北、湖南、河南等10个省、直辖
市，带动受电地区GDP 9万多亿
元，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使“黄金水道”变为现
实。三峡工程极大地提高了长江
中上游通航能力，使其成为名副其
实的“黄金水道”，有力地推动了长
江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川江航
道得到根本改善，具备了万吨级船
队和5000吨级单船航道条件。船
闸自2003年通航以来，年货运量最
高已突破一亿吨，货运能力比蓄水
前提高近5倍。运输成本大幅度下
降，单位运输成本下降37%左右。

——建成我国最大战略淡水
资源库。三峡水库已成为我国最
大战略淡水资源库，可保障长江流
域供水安全，改善中下游枯水季水
质，有利于南水北调等方面的水资
源配置。工程建成后，枯水期下泄
平均流量为6000立方米每秒，大约
比以前多一倍，使长江中下游水
量、水质明显改善。

——促进中下游生态环境优
化。三峡工程节能减排效益十分
可观，按照三峡电站设计年平均发
电量882亿千瓦时折算，相当于每
年少燃烧标煤3528万吨，减少排放
二氧化碳8793万吨、二氧化硫264
万吨、氮氧化合物132万吨，以及大
量废水、废渣、飘尘等。同时，由于
航道条件改善，船舶耗油大幅度下
降，吨公里平均油耗下降70 %左
右。

四、三峡工程推动世
界水电技术迈上新台阶

三峡工程是体制机制创新和
科技创新的产物。它的成功建设，
既是中华民族治水史上的创举，又
推动我国水电技术走向世界，成为
中国一张新“名片”，使世界水利水
电技术升级换代。现将主要技术
突破介绍如下：

——大坝混凝土快速浇筑和
温控技术。三峡枢纽工程共完成
土石方开挖1.2亿立方米，混凝土
浇筑总量 2807万立方米，均为世
界之最。为避免因温度变化造成
大坝表层裂缝，夏季严格控制混凝
土浇筑温度，采用了智能化的温控
冷却系统，有效减少了温度裂缝出
现。为快速浇筑，形成了一个新型
的、连续浇筑的混凝土施工系统，
创造了连续三年超越400万立方
米、高峰年达548万立方米的世界
纪录。

——高水头、大流量大江截流
技术。三峡大江截流具有截流水
位深、流量大，以及戗堤基础覆盖
层深厚等特点，并且截流进程中不
能断航，极大地增加了施工难度。
创造了截流流量8480—11600立方
米每秒、截流水深60米、上下游戗
堤进占24小时抛投强度19.4万立
方米的世界纪录，标志着中国河道
截流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

——水头最高、规模最大内河
船闸技术。船闸为双线连续五级
船闸，是当时级数最多，上下游水
位落差最大，单个闸室最大的内河
船闸。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解决
了高边坡稳定诸多世界级难题。

——世界最大垂直升船机技
术。升船机是三峡工程难度最大
的项目之一，是船舶的快速通道。
由于上下游水位落差大，安全要求

高，增加了设计、制造、施工难度。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
国完全掌握了巨型升船机核心技
术。

——大功率水电设备制造技
术。三峡工程开工之际，我国只能
制造30万至4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我国完全
掌握了70万千瓦大型机组的设计、
制造和安装核心技术。截至2014
年，全球前10大水电站，我国有5
座；全球已建在建的127台70万千
瓦以上的发电机组中，我国拥有86
台。

——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
的特高压输变电技术。由于三峡
输变电工程的建成，促成了全国电
网互联，大大提高了我国驾驭大电
网的能力和水平。完全掌握了超
高压50万伏直流输电工程设计和
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培养了大量专
业人才，积累了先进管理经验。我
国输变电工程建设和设备制造技
术整体实现跨越式升级。

—— 工 程 管 理 信 息 化
（TGPMS）技术。三峡工程签约合
同量达6000多个。为实现高效管
理，三峡总公司开发出三峡工程管
理信息系统（TGPMS），实现了对三
峡工程建设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
控制与管理。

——编制水利水电工程新标
准。为确保三峡工程质量达到世
界一流水平，专门编制了三峡工程
标准，并形成了高于现行标准的

“三峡工程质量标准”110多项。树
立了水电建设的“三峡品牌”,提升
了水电工程的技术标准。此外，还
锻炼了我国水电建设队伍，在促进
我国水电建设企业“走出去”的同
时，也输出了“三峡标准”，为世界
水电建设水平的提升做出了积极
贡献。

五、三峡工程创造了
丰富的建设管理经验

三峡工程历经百年磨难，遇到
无数艰难与挑战，从未泯灭把梦想
变为现实的雄心壮志，其创造的基
本经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是党中央坚强领导是三峡
工程顺利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
就提出研究、规划三峡工程，描绘
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此
后，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
涛、习近平等历届中央领导同志做
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力推进三
峡工程建设各项工作，确保了三峡
工程顺利建成。

二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把握国
内国际大形势，适时兴建。三峡工
程是中华民族百年梦想，旧中国由

于内忧外患，不可能建设。新中
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给中华
民族带来了希望。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尤其是在邓小平同志开创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际环境比较稳
定，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才有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条
件。三峡工程既是改革开放的成
果和时代标签，又成为改革开放的
试验场、推动力。

三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改革创新工程建设管理体
制机制。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决
策、实施”两分离国家宏观层面的
管理创新外，在中观层面、微观层
面管理创新还很多。比如，移民工
程实行“统一领导，分省（直辖市）
负责，以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机
电设备采用“技贸结合”方式引进
技术；在资金管理上实行“静态控
制、动态管理”新模式。此后，这些
经验为南水北调等工程广泛采用。

四是实施严格有力的监督检
查，确保工程质量一流。国家建立
了一整套质量监督检查规程，除了
建立严格的验收制度外，还建立了
工程监理制度，对施工全过程24小
时进行严格有力的监督检查，确保
工程质量一流。从1999年至2015
年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的17年
间，共组织了75次工地检查，24次
会议检查，向国务院提出17份检查
报告，参加检查的专家有1254人
次。

五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为民之举，靠人民。一
是在新中国，三峡工程进行了40多
年的论证、规划和研究，并组织全
国有关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
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的，其
规模是空前的，历时是最长的。二
是17年的建设，是通过招投标选择
全国最优秀的队伍和国内最好的
施工设备施工的，工地人数多达
2—3万人。三是在全国范围内实
行电费加价措施（少数贫困地区和
农业用电除外），用以设立“三峡基
金”，占三峡工程总投资约61.9%。
四是组织全国19个省市区、10个大
中城市、中央40多个单位，对口支
援三峡库区，实行“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方针，
到2009年底，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
区资金累计694.63亿元，有力地促
进了库区建设。

六是三峡工程建设者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用信仰和忠诚实践着
全国人民的期盼，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
扬，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的创新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体现。

（作者系三峡集团高级工程
师、《三峡工程史料选编》专家评审
委员会专家评委）

议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性

朱宏丹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视察坝区时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三峡

工程的成功建设和运行，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成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峡工程2003年蓄水、发电、通航，到现在已有安全运行15年的实践。尽管在兴建三峡工程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多种争议，但是可以肯

定的是，中央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是正确的，建设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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