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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仙
逝 ，天 地 悲 痛 。 他 的 光 辉 业
绩，将彪炳史册。

邹家华对国家、对人民的
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我回
忆的是他在三峡工程决策过
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众所
周知，三峡工程举世瞩目，是
当 代 世 界 最 大 的 水 电 工 程 。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三峡工程时给予高度评价，
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
要标志”。三峡工程之所以能
够适时兴建，一个关键决策程
序是，1992 年，第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下
简 称“ 七 届 全 国 人 大 五 次 会
议”）作出了决议。由于长期
对兴建三峡工程意见不一，这
次会议上能不能通过，是一个
很大的问号。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邹家华作了《国务院关于
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
的议案》的长篇“说明”，起到

了重大作用。七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从 1992 年 3 月 20 日
至 4 月 3 日历时 15 天，其时我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作为
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起草组成
员，经历了全过程。

1992 年 3 月 20 日，七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一天是时
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作政府工
作报告。第二天，邹家华就对
三峡工程议案作了说明，说明
分为七部分：一是三峡工程的
审查过程。二是关于兴建长
江三峡工程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三是关于三峡工程的建
设方案。四是关于三峡工程
的技术可行性。五是关于建
设资金筹集的可行性。六是
关于水库移民、生态环境和人
防问题。七是对三峡工程决
策的建议。邹家华讲到的这
七个方面，全面、准确、科学地
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三峡工
程？怎样建设工程？有没有
条件？他强调，三峡工程论证
工作已经进行多年，是一项具
有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等综

合 效 益 的 巨 大 工 程 ，权 衡 利
弊，兴建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
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
也是可以承担的。他还提出，
建议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
际 情 况 ，选 择 适 当 时 机 组 织
实施。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接
下来是审议各项议案。为了

使代表对兴建三峡工程有一
个更深入的了解，大会采取了
两项措施。 其一，选派 55 位
专家，到各代表团和政协各组
解答问题。比如，重庆团担心
水库泥沙淤积对重庆港口和
防洪有影响，泥沙专家张仁等
到该团解答。其二，在军事博
物 馆 举 办“ 长 江 三 峡 工 程 展
览”，展厅面积 1600 平方米，展
板 250 幅、工程图表 150 幅。由
三峡大坝模型、三峡工程历史
回顾、三峡移民试点等 8 个部
分组成。上述 55 位专家担任
讲解员。这两项措施对代表
和委员影响比较大。

1992 年 4 月 3 日下午，七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天，
全体大会上需要表决决议共 9
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
的决议》排第四位。在前 3 项
表决后，15 时 20 分，大荧屏上
打出字幕后，随即代表们按表
决器。共有 2633 名代表参加
表决，结果是：赞成 1767 票，反
对 177 票，弃权 664 票，未按表
决器 25 人。当时任大会常务

主席万里宣布《关于兴建长江
三峡工程的决议》通过时，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为一个
工程作决议，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从未有过的，可见三峡工
程的重要性。

决议全文如下：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关 于 兴 建 长 江 三第 五 次 会 议 关 于 兴 建 长 江 三
峡工程的决议峡工程的决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３ 日 第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３ 日 第
七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七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会议通过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审议了《《国务院国务院
关 于 提 请 审 议 兴 建 长 江 三 峡关 于 提 请 审 议 兴 建 长 江 三 峡
工程的议案工程的议案》，》，并根据全国人并根据全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民 代 表 大 会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的审查报告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将兴建决定批准将兴建
长 江 三 峡 工 程 列 入 国 民 经 济长 江 三 峡 工 程 列 入 国 民 经 济
和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 1010 年规划年规划，，由国务由国务
院 根 据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的 实 际院 根 据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的 实 际
情 况 和 国 家 财 力情 况 和 国 家 财 力 、、物 力 的 可物 力 的 可
能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对 于 已 经 发 现 的 问 题 要 继 续对 于 已 经 发 现 的 问 题 要 继 续
研究研究，，妥善解决妥善解决。。

兴建三峡工程决议获得通
过，全国人民振奋。党中央顺
应民意，转年即 1993 年开始施
工 准 备 ，1994 年 12 月 正 式 开
工，2009 年竣工，工期 17 年。

开发三峡是中华民族的百
年梦想，只有在新中国，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才把梦想变成了
现实。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
等中央领导人就多次与“水利
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第一任主
任 林 一 山 谈 话 ，研 究 治 理 长
江、开发三峡的问题；1953 年 2
月 ，毛 泽 东 在 一 次 谈 话 中 强
调，“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
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
目的，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
上卡起来”，明确提出修建三
峡水库设想。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对三峡
工 程 高 度 重 视 并 积 极 推 进 。
1985 年 1 月 19 日，邓小平在听
取汇报三峡工程研究情况时，
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
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
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
益，……低坝方案不好。中坝
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
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

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中坝
方案的确定，以及科学有力的
依据，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7 年 11 月，江泽民在大江截
流现场讲话时指出，“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建设这
一史无前例的世纪工程提供
了充分的条件。多少代中国
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
想，今日正在变为现实。这再
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优越性。”1997 年 10 月，胡锦涛
在建设工地讲话时指出，“我
觉得三峡工程可以说是世界
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作
为一个水电建设者来讲，能够
参与这么宏伟的水电工程建
设，应该感到难得的幸运，几
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要在我
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

三峡工程已经安全、持续、
稳定、科学运行多年。实践已
经 证 明 ，三 峡 工 程 的 重 大 意
义，超出了长江流域，超出了
水利水电工程，惠及全国，影
响世界，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三峡工程建设坚持科
技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
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一项又
一项世界纪录。大江截流，导
流 明 渠 截 流 ，船 闸 高 边 坡 稳
定，混凝土快速浇筑，巨型水
电机组国产化，齿轮齿条垂直
升船机等等，谱写了世界水电
建设的传奇，使我国水利水电
科学技术迈上了新台阶，走在
了世界前列，我国由水利水电
开发大国变为开发强国。

二是三峡工程创新了治水
理念，把洪水变成资源，水害
变为水利，集多功能于一身，
综合效益巨大。三峡工程建
设为长江中下游防洪构筑起
一道坚强屏障，改变了长江的
防洪格局，可使中下游长久安
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峡工程还具有发电、航运、
水资源配置和生态环保等功
能，成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步伐的强大推动力。

三是三峡工程建设期正处
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转型期，工程建设实
行“政府宏观决策，企业市场化
运作”新体制机制，具体说主要
有三方面：一是实行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是推行
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
合同管理制、项目监理制“四
制”；三是逐步建立产权清晰、
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的现代企业制度，调动了各方
面的积极性，成为我国改革开
放先行先试的实验地。

四是三峡工程全体参与者
以“为我中华，志建三峡”豪情
壮志，不畏艰险，日夜拼搏，在
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
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
是“科学民主、团结协作、精益
求 精 、自 强 不 息 ”的 三 峡 精
神。这种精神是改革开放时
代精神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普
遍性，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注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白寿已远挥遗泪，
青山着意寄离言。
邹副总理安息吧。
（作者单位：《三峡工程史

料选编》评委会）

郭振英

邹家华

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邹家华对三峡工程议案作说明。

三峡工程 福泽千秋
忆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报告

邹家华视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