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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北京召开，三峡枢纽工程获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可喜可贺。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三峡工程，给予高度评价,指出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重要标志”。

这完全符合三峡工程的实际，也是

定性和结论，它之获奖当之无愧。

三峡工程对我国的重大意义和作

用，超出了水电工程，超出了长江

流域，惠及全国，影响世界 ，成为

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里程碑。

一、党中央关于兴建三峡工程
的决策是正确的

开 发 三 峡 梦 想 历 经 百 年 。

1918年，孙中山先生提出“在长江

三峡河段修建闸坝，改善航运并发

展水力发电”，引起国内外广泛关

注。之后，许多仁人志士付出了聪

明才智，进行了勘探、设计等许多

实际工作。由于旧中国积贫积弱，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1947

年5月，国民政府明令停止三峡开

发计划。

在新中国，三峡工程进行了

40多年的研究、论证工作，是中国

历史上参与专家最多，论证时间最

长，涉及内容最广泛的工程，是一

次高度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大

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毛泽东同志

在解放初就提出研究、规划三峡工

程，描绘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

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

图。周恩来同志精心组织，全面部

署，稳步推进。国家动员全国的力

量进行研究、论证，为以后的三峡

工程建设，作了科学和技术上的准

备。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力逐步

增强，国内国际形势稳定，具备了

建设三峡工程的条件。邓小平同

志审时度势，总揽全局，积极推动

决策。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项

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当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研

究、论证、规划进一步深化。三是

三峡工程进入决策程序以后，江泽

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全力推进三峡工程筹

划、建设、运行等各项工作。三峡

工程2009年如期完成，工期17年，

标志着我国由水利水电大国变成

强国。

二、三峡工程建设是成功的，
质量世界一流

三峡工程是在我国由计划经

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

进行的，鉴于工程规模空前、技术

复杂、施工难度大，建设过程进行

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以确保建成世

界一流工程。

三峡工程建设实行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决策、建设”

两分离的体制机制，主要是两个层

面：一是中央层面进行“决策”，

1993年1月，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

建设委员会，是三峡工程决策机

构。对三峡枢纽工程、移民工程、

输变电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

题及时作出决策。二是企业层面

组织“建设”，先后成立“中国三峡

工程开发总公司”和“国家电网建

设总公司”，分别为三峡枢纽工程

和输变电工程的项目法人，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按照市场化原则组

织建设和运营。两个企业推行项

目法人责任制、合同管理制、招标

投标制、建设监理制等新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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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

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先河。

三峡工程面临诸多世界级技

术难题，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一

是坚持国内研发，组织国内相关科

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公关; 一是

引进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

创新,实现国产化。破解了诸多世

界级科学技术难题：创造了112项

世界之最，获得国际大奖2项；国

家授权发明专利934项，全国质量

奖1项；获省部级特等奖2项、一等

奖 7 项。三峡工程成为当今世界

最伟大的工程科技成就之一，使我

国水利水电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

三、三峡工程移民搬迁胜利完
成，生活普遍提高

三峡水库淹没陆域涉及湖北

省、重庆市共 20 个区县，共移民

131.03 万人。三峡工程移民既是

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把他们

安置好，“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

致富”，建一座工程，富一方百姓，

是党的总体要求和根本宗旨。

为确保移民工作顺利进行，中

央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1985年

中央决定成立三峡省筹备组，加快

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开展移民试点

工作；1993 年三峡工程开始施工

准备后，三峡移民工作正式展开，

专门成立了国务院三峡移民开发

局，负责三峡工程移民工作规划、

计划和措施的制定及监督；1997

年，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把

做好三峡工程移民作为一项主要

任务。同时，实施开发性移民方

针，以及“移民投资、移民任务”双

包干、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移民等。

中央的这些重大举措，是胜利完成

移民任务的根本保证。

三峡工程建成前后对比，库区

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

协调快速发展，生产总值增长13.5

倍，人均增长近10倍；移民生活水

平普遍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

长6倍多，农村人均收入增长7.26

倍；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库区总体和谐稳定，成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库区。事

实已经证明，由于三峡工程建设，

使比较贫困的库区正在变为比较

富裕的库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指日可待。

四、三峡工程促进了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优化

三峡工程坚持“工程与生态”

同步建设的方针，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从多方面、多层次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建设与修复工作，沿江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

一是 1999 年，国家对移民政

策实行了“两个调整”，主要目的是

减少库区环境压力。其一，对农村

移民，由后靠上山，增加出水库外

迁安置途径，减少库区毁林造地；

其二，对工矿企业，由原样搬迁，增

加污染严重企业破产或关闭途

径。职工按移民安置。

二是 2001 年，国务院决定三

峡库区实施“两个防治”。“地质灾

害防治”，主要是对崩塌体、高切

坡等进行治理，从 2003 年—2018

年连续蓄水 16 年，水库库岸未发

生人员伤亡事故。“水污染防治”，

主要是在三峡库区及沿江城镇建

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等。

经过三峡工程规划治理项目，以及

之后的专项治理项目，长江水质逐

步好转，优良比例由 2015 年底的

74.3%，提高到 2017 年三季度的

77.3%。

三是三峡水库周围建设绿化

工程，森林覆盖率由29.5%提高到

50%以上。由于采取各种生态保

护措施，减缓了进入洞庭湖、鄱阳

湖的泥沙，相对延长了“两湖”使用

寿命。

四是1996年国家建立了覆盖

上游三峡库区、中下游、到长江入

海口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掌控长

江流域的天气、水情变化，及时提

供决策依据。

五、三峡工程投资施行“静态
控制，动态管理”，控制在概算以内

三峡工程投资巨大，如果只靠

国家财政拨款，三峡工程就无法上

马。必须走一条新路，这就是与市

场经济接轨、与国际接轨的路子。

实践证明，三峡工程投资、融资创

新之路，是成功的，既保证了工程

需要，又使资金控制在国家批准的

概算以内。

改革创新融资体制机制。一

是国家注入资本金即“三峡基金”，

从全国售电收入中提取，成为三峡

工程投资的主要来源。二是企业

自有资金：葛洲坝电厂发电收入和

三峡电厂陆续投产发电收入。三

是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筹措的

资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三峡工

程首次实行了“资本金制”，就是国

家出一部分资金，其余不足部分由

业主筹措，自借自还，自担风险。

这是当时重点工程投资的一大创

新。

改革创新投资体制机制。经

国家批准的三峡工程静态投资概

算为 1509.46 亿元（1993 年 5 月末

价格，不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及建设

期贷款利息），由于三峡工程施工

期 较 长 ，预 测 的 动 态 投 资 为

2663.44亿元。三峡工程没有出现

以前国家重大工程多次调整概算

的情况，投资控制在了概算以内，

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实行了

“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科学方

法。简单说就是在静态控制基数

的基础上加当年的物价指数，作为

结算依据。这样做既科学，又合

理。

根据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

报告，工程决算总投资2220.18亿

元，比当初预测少很多。到 2014

年，发电和过网费毛收入累计已达

2648亿元，已超过总投资。

六、三峡工程集多功能于一
身，综合效益巨大

三峡工程它把“洪水”变成

“资源”，具有防洪、发电、航运、水

资源配置和生态环保五大功能，对

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防洪。三峡工程从2008年开

始拦洪到2019年，累计拦洪47次，

拦蓄洪水 1500 多亿立方米，长江

中下游干堤未发生重大险情，尤其

是长江武汉以上，基本解除了洪水

威胁。

发电。三峡工程建设之前，

沿江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严重

缺电，制约着经济发展。三峡电力

主要输往华东、华中等十多个省、

直辖市。到2018年，累计发电1.2

万亿千瓦时，按照每千瓦时电量产

生10元GDP估算，可创造12万亿

元经济效益；丰水年发电可达到

1000 多万亿千瓦时，创造 GDP 1

万亿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哪

一单项工程可与它媲美。

航运。三峡工程的兴建，使得

长江航道整体上大为改善，船舶、

港口也实现了大型化、标准化的跨

越，货运量大幅增加，运输成本大

幅下降。三峡船闸年最大货运量

已经超过1.4亿吨，是建坝前该河

段货运量的7倍，单位运输成本下

降1/3。

供水。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生

产、生活用水困难。三峡水库是我

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库，工程建设后

与建设前相比，流量增加了一倍，

从根本上解决了中下游缺水的难

题；也为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正常

运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生态。当遇到中下游河段重

大水污染事件、长江口咸潮入侵，

重大海损事件（船舶搁浅、沉船

等），四大家鱼产籽期，可进行应急

生态调水。三峡水库 2011 年至

2018年，共实行11次生态调度，适

时供水，解决急需。

七 、三峡工程科技创新成果
已广泛应用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

一是继三峡工程之后，相继

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开工建设了向

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四

座大型水电工程，总库容 459.13

亿立方米。三峡工程科技创新的

先进技术，比如三峡标准、大江深

水截流、大流量泄洪消能、混凝土

快速浇筑和冷却、高切坡稳定、特

高压输变电等技术，得以充分运

用。同时，在三峡 70 万千瓦发电

机组的基础上，我国自主设计制

造了更大的水电机组：已投产 26

台80万千瓦机组，正在安装16台

100万千瓦机组，金沙江4座水电

站总装机为 4646 万千瓦，相当于

两个多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

4座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不仅有利

于三峡工程对“洪水”的控制和利

用，而且大大增强了沿江电力的

保障能力。

二是混凝土快速浇筑和冷却

施工技术，已经推广到京沪高铁、

鸟巢、青藏铁路等土木工程、固井

工程、道路桥梁工程中。

三是深水围堰混凝土防渗墙

技术已经推广到江苏润扬大桥、深

圳地铁、马来西亚地铁等交通、市

政程等国内外基础设施工程中。

四是三峡工程信息化管理系

统（TGPMS）已应用于上海宝钢集

团、北京大兴新机场、水立方等大

中型工程建设中。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重

点妖魔化三峡等水利工程，作为遏

制中国发展的策略之一。他们与

国内代理人相勾结，游说相关职能

部门，并伺机在媒体上“发声”，从

理论到实践编造谎言，恶毒攻击三

峡工程。他们编造“自然河流=生

态环保”，“洪灾是大自然对人类修

建堤坝的惩罚”，完全是无稽之谈；

更有甚者，诬称“三峡大坝变形有

垮塌危险”，扬言“三峡大坝终将炸

掉”等等，蛊惑人心。三峡工程在

长江流域以及全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完全彻底

戳穿了他们的阴谋。三峡枢纽工

程获奖，是对他们有力地回击。
（作者系《三峡工程史料选编》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兼专家评委、教
授、研究员，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
政策研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