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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水利
水电工程。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２６日，三峡水库蓄水首次达到设计水位 １７５ ｍ，这标志着其防洪、发电、航运等各项
功能达到设计要求。 三峡工程从构想、论证、设计、建设至竣工全面投入运行历时近百年。 当初兴建三峡工程
的构想是如何提出的？ 三峡工程究竟起什么作用？ 存在什么分歧意见？ 是如何进行论证的？ 论证的结论怎
样？ 这是许多人关心而又不太了解的，笔者在文中做了扼要的介绍，以纪念世纪之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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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建三峡工程构想回顾
有些人把三峡工程比作是中国工程师或中国人

民的一个伟大的梦。 最早做这个梦的是我国民主革
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７０ 年前，他的建国方略中就
有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垦务局合作，对三峡工程做过
一些勘测、设计和研究工作。 当然，那时研究的程度
很浅，提出的建设方案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技术条
件下也接近于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梦逐渐走向现实，
但仍然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建国伊始，国家为
了治理长江水害、开发长江水利，成立了长江水利委
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即“长办”），从
事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治理规划工作。 １９５４ 年长
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损失惨重，加速了包括三峡工
程在内的治理开发长江的研究步伐。 在地质、电力、
交通等部门的协作下，开展了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
和科研工作。 当时提出三峡工程的首要目标是防
洪，曾设想过修建二百多米高的坝，一举解决长江中
下游的洪灾，同时装机 ３ ０００ 万 ｋＷ 以上。 这一构
思引起许多人士的怀疑和反对。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党中

央成都会议决定，对三峡工程需采取既积极又慎重
的方针，水库蓄水位不能超过２００ ｍ，而且要研究更
低的方案。 此后，研究的方案都倾向于蓄水位
２００ ｍ，装机 ２ ５００ 万 ｋＷ。 由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期的天灾人祸以及随之而来的十年浩劫，这样的方
案也无法实现。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兴建三峡工
程的组成部分，即其下游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枢纽，
并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 葛洲坝工程也曾
引起大量批评和非议，但它毕竟已屹立在长江干流
上并发挥着巨大效益，至少证明了中国工程师有能
力在长江上建坝并成功解决所遇到的一些重大技术

问题。
葛洲坝的建成以及全国经济的发展，建设三峡

枢纽的问题自然又提上议事日程———这已是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了！ 水电部考虑到蓄水位 ２００ ｍ 方案的
移民量过大，困难太多，指示“长办”研究提出各种
较低的方案供国家决策。 “长办”于 １９８３ 年提出了
正常蓄水位 １５０ ｍ 方案的可行性报告。 此方案可装
机 １ ３００ 万 ｋＷ，有一定的防洪能力，也能改善数百
公里川江航道。 这个方案经计委组织 ３５０ 多位专家
和领导审查，１９８４ 年 ４ 月国务院原则批准可行性报
告，但将坝顶高程提高了 １０ ｍ，以便遇到特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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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超额拦蓄洪水，以减轻中下游洪灾，并着手筹
建。 三峡工程不再是一个梦，而是即将实现的现实
了。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报告国务院，要
求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 １８０ ｍ，以便万吨
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 交通部也持同样看法。 因
此，国家计委、科委受国务院委托，组织专家进一步
论证三峡工程的水位问题。 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
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在主张修建三峡工程的
人中，对水位和开发方式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 １５ 号文件，责成
水电部负责，重新组织对三峡工程的全面论证工作，
并重编可行性报告。
2　重新论证工作的组织和进行

水电部领导认为：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好
重新论证工作，一是要靠各界的监督指导，二是要依
靠专家的研究分析。

为了接受各方面的指导监督，论证领导小组商
请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国
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财政部、交通部、机械电子
部、四川省、湖北省、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
室等单位推荐人选，聘为特邀顾问，共计 ２１ 位。

具体的论证工作由专家组承担。 为此，首先确
定了论证专题，共有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泥
沙、生态环境、施工、机电、投资估算、移民、防洪、发
电、航运、综合规划与水位以及综合经济评价等
１４ 个，相应成立了 １４ 个专家组。 在 １９８４ 年国家计
委、科委所组织的全体专家的基础上，聘请了各专家
组的顾问、组长和专家。 聘请专家时既考虑专业需
要，又打破部门界限，尽量多聘请水利水电部门以外
的专家。 中国科协也推荐了 ２５ 位专家。 具体专家
组成员主要由顾问和组长们推荐、协商确定。 例如，
地质地震组的两位顾问聘自中国科学院和地矿部，
５ 位组长来自地矿部、中科院、国家地震局和水电
部，并由他们协商聘请来自各部门、各高等院校的地
质专家组成专家组及工作组。 参与三峡重新论证的
１４ 个专家组由 ４１２ 位专家组成，来自 ４０ 个专业，其
中学部委员 １５ 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
和高级工程师 ２５１ 人。 水利水电部门以外的专家
２１３ 人，占 ５１．７ ％。

各专家组独立开展工作，从拟定工作纲要，组织

调查研究试验计算，举行各种形式会议讨论，直到起
草、修改和通过论证报告，全由各专家组独立进行并
对报告负责。 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仅起确定专题、组
织专家组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精神、提出论证要求、审
定工作大纲、协调各组工作和审议论证报告的作用。

论证工作分两步进行。 由于各方面对三峡工程
的要求各异，对蓄水位及开发方式看法不同，因此首
先通过综合分析和讨论，初选出一个各方面都可以
接受的水位方案，作为三峡工程论证的代表性方案，
以便深入论证比较。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领导小组第四次
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正常蓄水位 １７５ ｍ、一级开发、
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初选方案。 第二步
是围绕这个方案开展各专题的深入论证，并拟定各
种替代（比较）方案，比较不建、早建或晚建三峡工
程的利弊得失。 在 １４ 个专家组完成论证报告后，再
根据专家组的结论重新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有的人认为，中央不应将论证工作交由水电部
负责，担心会影响专家得出客观的结论。 专家组是
独立进行工作并对他们的结论负责的。 这 ４００ 多位
专家都是国内甚或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具有
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 他们只尊重事实和真理，
不受人左右，结论是通过科学论证集体研究后得出
的。
3　三峡工程的作用和效益

为什么许多中国水利工程师如此迷恋三峡工

程？ 难道是为了个人或部门树碑立传、好大喜功而
不顾国家利益，弄虚作假去贻害子孙吗？ 这当然绝
非事实。 这是由于三峡工程确实具有巨大的作用和
效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迫切地需要它。

三峡工程首先是为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问

题提出的。 数百年来长江流域洪灾不断。 １８６０、
１８７０ 年的特大洪水使人们至今谈虎色变。 ２０ 世纪
中期，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以及解放后的 １９５４ 年、１９９８ 年
洪水，都损失惨重。 在没有找出较妥善的防御方案
和完成必要的建设以前，中国的水利工程师是无法
安枕，也无法向国家人民交代的。 三峡工程就是长
江防洪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现在有些同志对三峡的
防洪作用不断责难，甚至提到害大于利的程度。 专
家组的研究指出：像长江这样大的流域，上、中、下
游，干、支流的洪灾成因十分复杂，洪灾影响十分严
重，不可能单靠某一类措施或某一项工程来解决所
有问题，必须采用泄、蓄、分洪等多项措施综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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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是这些综合措施中的重要环节。 由于它的
位置和库容，可以有效地控制川江来水，直接保障荆
江大堤安全，使遭遇百年洪水时不需动用荆江分洪
区，遇千年一遇洪水可防止荆江两岸溃决，免遭毁灭
性灾害。 这个作用是其他措施替代不了的。 同样，
三峡水库也替代不了加固加高堤防和建设支流水库

的作用。 且不说发生一次巨大洪灾将给人民带来巨
大灾难，即使动用一次分洪区，其后果也很严重。 因
为这里已成为商品粮基地，居住了几十万人民！ 三
峡工程论证过程中许多对兴建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

的人士，在考察了荆江及洞庭湖地区，了解到三峡工
程巨大的防洪效益后，都改变了当初所持的反对态
度。 既然有如此明显的防洪作用，为什么要反对修
三峡这个水库呢？

三峡枢纽又是世界最大的一座水电站。 装机
１８ ２００ ＭＷ，年发电 ８４７ 亿 ｋＷ· ｈ，除供电川东外，
主要电能将就近东送华中、华东。 这些地区是我国
经济最发达而能源最短缺的地区，几十年来饱尝缺
电缺煤之苦。 开发三峡相当于建设一个年产
４ ２００ 万 ｔｃｅ或年产 ２１００ 万 ｔ 原油的巨大煤矿或油
田，而且是廉价、清洁、永远不必担心枯竭的能源。
华中、华东地区目前的电力供应、煤炭运输和污染问
题已经达到严峻程度，但今后 １０ 年暂时还只能继续
大量增建火电来救急，瞻望以后，令人焦虑。 有什么
理由不考虑开发三峡来有力地缓解一些困难呢？ 反
对修建三峡的同志也始终提不出一个更好的“替代
方案”。

三峡工程还有明显改善川江航道的巨大作用。
三峡枢纽建成后，万吨级船队可以直达重庆，船闸可
满足单向年货运量 ５ ０００ 万 ｔ 的要求，可以大大降低
运输成本，使长江这条贯穿中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
真正起到黄金水道的作用。
4　三峡工程若干重大技术问题

开展论证以来，社会各界乃至国外人士提出过
许多技术上的疑问或不安。 最重要的，如：坝址区地
壳是否稳定，有无未发现的隐伏大断裂，水库蓄水后
是否会引起强烈地震，水库两岸是否会发生大崩坍
堵塞江流，危及大坝？ 水文和泥沙资料是否可靠？
水库的寿命有多长？ 泥沙淤积对航道、港口有什么
影响等。 还有些同志担心水工建筑物是否过于巨大
复杂，施工是否十分困难，工期很长，以及机电设备
是否要大量进口等。 有关的专家组除充分分析引用

已有的资料外，并补充了大量的勘探、调查、数学分
析、模型试验和综合研究，全面地、科学地、明确地对
这些问题作出了答复。

在地质条件上，专家组确认三峡坝址工程地质
条件良好，区域地质构造稳定，基本地震烈度为
６ 度，水库诱发地震引起的最大震级也不超过
５．５ 级。 库岸主要由坚硬半坚硬的岩石组成，整体
稳定条件是好的。 少数河段存在崩塌滑坡体和岸坡
失稳的可能，但只会发生在少数地段，且远离坝址，
按最不利假定进行计算和试验，滑坡涌浪不会影响
工程安全。 水库蓄水后河面加宽，水深加大，滑坡体
入江而碍航的风险将大大减轻。

专家组鉴定了所有重要的水文成果，认为观测
系列长，质量高，成果可信，可以作为可行性研究的
依据。 人类活动影响，确实加剧了上游的水土流失，
但进入长江干流的历年沙量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这是由于上游侵蚀下来的物质较粗，多就地沉积，带
进支流甚至干流的很少。

泥沙淤积问题是大家关心的重点之一。 几乎集
中了全国所有最优秀的泥沙专家，专家组所下的最
终结论是：由于三峡水库是河道型水库而且采用蓄
清排浑的运行方式，水库绝大部分有效库容可以长
期保留。 蓄水后，常年回水区的航道条件显著改善，
变动回水区的滩险也不同程度地改善，基本上可以
满足万吨级船队通航的要求。 在特殊情况下，个别
河段的航道和港区会出现航深不足或影响港区作业

情况，可从优化水库调度、综合港口改造、采取整治
和疏浚措施加以解决。 专家组还研究了具体的整治
措施。

根据有关专家组的研究，三峡工程水工建筑物
的规模虽然巨大，施工任务艰巨，主要的机电设备达
到世界水平，但技术上并没有不能解决的困难。 中
国人自己完全有能力承担设计、施工和设备制造任
务。 包括 ３ 年准备期在内，第一批机组可在 １２ 年后
发电，１８ 年完建，２０ 年完成移民任务。 通航建筑物
的规模是空前的，需要特别认真细致的工作。 少量
机电设备和施工机械需进口，但所需外汇很有限，绝
大部分设备都可立足国内生产。
5　三峡工程移民和生态环境问题

三峡工程的淹没损失和移民数量确实很大。
６００ ｋｍ 长的水库，淹没两岸耕地和果园 ４２ 万亩。
论证时住在淹没线以下的人口共 ７２．５ 万人（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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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 １７５ ｍ），考虑人口的自然和机械增长等因素，
按动迁 １１３ 万人规划，淹没补偿及移民投资达
１１０．６ 亿元。

妥善解决好移民问题取决于三个因素：
１） 实物指标是否可靠？ 这些数据是有关单位

会同各级地方政府逐户调查、反复核实确认的，因此
是完全可信的。

２） 库区有无足够的环境容量。 移民专家组经
反复调查分析，认为可以解决。 因为：ａ．移民分散在
数百公里范围的县、市中，淹没耕地和动迁人数占各
县的比例很小；ｂ．农业人口不到移民总人数的一半，
大部分均可不出县进行安置；ｃ．通过多种调查手段
核实，可利用的荒地和低产地（可改造为耕地、柑桔
园和高产田）数量很大，基本可安排百万农民，还可
以通过外迁和二三产业安置数十万人；ｄ．以地方政
府为主，已作了具体周密的规划，所考虑的二三产业
都切实可行。

３） 取决于组织和政策。 三峡水库移民根据中
央精神采取开发性移民方针，把移民安置与库区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解决。 移民专家组还提
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所以结论是移民任务艰巨，
但有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我们深信，按照这个规划
进行，不仅移民能安居乐业，生活提高，城镇换上新
貌，而且整个库区经济将有巨大发展。 这是几十位
移民专家和 ４００ 多位有关部门参加工作的同志得出
的结论。

关于三峡水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５５ 位生态
环境专家调查分析了各个方面的因素，分析了建库
对环境的有利及不利影响。 专家组指出：有利影响
主要在中游，主要是减轻洪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
少燃煤对环境的污染，减缓洞庭湖的淤积等。 不利
影响主要在库周，除淹没耕地、改变景观和大量移民
外，尚对有些珍稀物种、库尾洪涝灾害、滑坡、地震、
某些陆生动植物等有影响，并认为尤以移民环境容
量是个制约因素。 专家组还对如何维护改善生态环
境、减轻不利影响提出了具体建议。 如果兴建三峡
工程，这些建议无疑要认真地执行。

还有同志担心战争对大坝的破坏将造成难以想

象的后果。 通过各种类型的模型试验研究，证明这
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在最不利情况下，即使大坝瞬
时全坝溃决，它所产生的洪水波只相当于一次中等
大的洪水。 荆江大堤不会溃决，更不会出现“半个
中国被淹”、“三江两湖人民尽为鱼鳖”的情况。 这

和拥有千万人口的中心城市、重要军事、工业基地遭
受核弹袭击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6　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根据专家组的估算，按 １９８６ 年底价格水平，三
峡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３６１．１ 亿元，其中枢纽本身
１８７．６７ 亿元，移民工程 １１０．６１ 亿元，高压输电
６２．８２ 亿元。 在这个基础上，考虑价格调整因素和
计算施工期利息，可以估算从不同开工时期到完工
为止各年度所需筹措的资金。

３６１．１ 亿元这个基数是可靠的。 因为三峡工程
的前期工作已非常深入细致，不可能再有大的遗漏，
而且估算中还留有一定的余地。

关于建或不建三峡工程的比较。 国家为了满足
一定时期长江防洪、通航和华中华东地区用电的需
求，必须投入资金进行一定规模的基本建设，三峡工
程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环。 为了满足相同的国民经
济需求，不建或晚建三峡工程，就要改用其他组合方
案。 有关专家组在综合研究大量的可能组合方案
后，拟定了几个比较合理、现实的比较方案，其中有
排除三峡工程的、早建三峡工程的，以及推迟建设三
峡工程的。 然后详细计算每种组合下，逐年需投入
的资金和以后的产出，并将每年的费用都折算到
“现值”。 计算时期算到工程的综合折旧期止。 这
样就可比较哪个方案的“费用总现值”最小，也就是
最佳选择。 专家组采用的这一套计算软件是研究部
门开发并通过鉴定、得到世界银行采用的 ＧＥＳＰ 数
学模型认可。 大量计算给出的成果是：早建三峡工
程的“费用总现值”最小，不建三峡工程最大。 专家
组据此下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
作决策”的结论。

早建三峡工程的弊就是投资集中、移民多、产出
期长，在开工后 １２ 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对 ２０００
年前的国民经济不能见效。 其利就是在投产后将对
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提供了强大后劲，产生巨大效
益，将对国家做出很大贡献。 在比较方案中，如采用
火电替代，初期投资分散，见效快，但愈到后期运行
费用愈高，困难愈大（这里还未考虑煤的生产、运输
和环境污染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采用其他水电替
代，真正能起替代作用的是金沙江上的巨型电站。
它的投入期更远，输电线投资更大。 所以，从国家稍
长一些时期的经济战略目标和最大综合利益来衡

量，早建三峡工程就必然成为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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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仅是经济评价中的部分工作内容，专家组
还进行了其他论证，包括具体的财务可行性研究。
从财务分析看，三峡工程需国内投入的资金集中在
前十多年，其中在第一批机组投产前所需的静态总
投资为 １６９．１９ 亿元（１９８６ 年底不变价格）。 第一批
机组投产后产出收入就急剧增长。 如此上网电价
９．３ 分／ｋＷ· ｈ计算，工程建成后的第二年就可收回
全部投资，还清全部本息。 我国还没有一个水利工
程具有如此强大的还贷能力。
7　三峡工程论证结论的实践验证

长达数十年的三峡工程论证于 １９９２ 年画上了
阶段性的句号，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由人大会议表
决通过，从此迎来了十余年修建三峡工程艰苦卓绝
的奋战，并将论证结论逐一印证。

１）三峡工程的作用和效益。 三峡工程以防洪
为首要任务，自开建以来，经历了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１０ 年
两次特大洪水的冲击，并经受了 ７０ ０００ ｍ３ ／ｓ洪峰的
考验，拦蓄洪水 ２６６ 亿 ｍ３，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
的防洪压力。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三峡电站累计发电突
破 ４ ５００ 亿 ｋＷ· ｈ，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１．５ 亿 ｔ，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３．７ 亿 ｔ。 改善上游约 ６００ ｋｍ 主
航道，万吨级船队已直达重庆，降低航运成本 １／３ 以
上。

２）三峡工程修建的技术问题。 十几年的建设
实践表明，论证阶段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和投资预
算都是正确的，修建过程中各阶段目标都如期完成，
大江截流、水库蓄水、机组发电、双线五级船闸运行
等各项技术难题完美解决。

３）三峡工程运行以来，库岸稳定、泥沙淤积、生
态与环境等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与前期论
证基本一致，对存在的问题已进行处理，并加强监测
和防范，不影响工程正常运行。

三峡工程移民规模空前，任务十分艰巨，前所未

见。 ２０１０ 年胜利完成了近 １３０ 万人的移民搬迁任
务，保证了水库按期蓄水。 这是史无前例的奇迹。
在生态环境方面，建立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
统，以保证生态与环境处于良好的受控状态，中华鲟
研究所在三峡坝区基地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尾全

人工繁殖中华鲟鱼苗。
４）“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三峡水库首次蓄水到达设计水位
１７５ ｍ，比预期提前两年。 这标志着三峡工程的全
面完工，也标志着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各项
功能达到设计要求，自此开始全面发挥综合效益。
三峡工程作为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如今已经屹立于

长江上，工程建设展现出质量优、进度快、造价低等
诸多优点，各项监测数据表明枢纽建筑物工作性态
正常，蓄水期间库区地震频率逐年减少，地质灾害呈
逐年下降趋势，处于可控范围，蓄水期间三峡水库、
长江干流水质总体稳定，与蓄水前后无明显变化。
8　结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中国工程院发布的枟三峡工程阶
段性评估报告· 综合卷枠指出，世界最大的水利枢
纽工程三峡工程已基本建成，并作为治理和开发长
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开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
巨大的综合效益。 同时认为，三峡工程 “建比不建
好，早建比晚建好”的总论证结论；推荐水库正常蓄
水位 １７５ ｍ，“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
移民”的建设方案，经受了实践检验。 这一结论将
使所有曾参与论证工作的人感到由衷的欣慰。

实践证明，三峡工程电价低廉，收益高，还贷能
力强，投资回收快，经济指标优越，对国家贡献大，是
一项难得的、综合效益巨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三峡
工程，这个中国的国宝、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和
明珠，终由中国人民摘取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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