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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是改善长江生态 、保护环境的工程
陆佑楣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湖北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　逐水而居是人类生存的自然选择， 长江和地球上其他江河一样， 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和生存繁衍
的好居所。 长江流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正在不断地演变中。 由于水土流
失、污染以及人类活动等， 加剧了次生环境的不平衡，使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 缓减和改善这种生态危机
已刻不容缓。 实践证明，工程措施是人类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峡工程防洪库容 ２２１．５ 亿 ｍ３，可
有效地拦蓄宜昌以上的洪水，保护其下游 １ ５００万人口和 １５０ 万 ｈｍ２ 田地，并能防止或减缓洞庭湖等长江中
游湖泊的淤积萎缩，年均发电量约 ９００亿 ｋＷ· ｈ，可大大减少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的排放，在总体上，有利于
长江流域、全国乃至全球生态和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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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
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主

峰各拉丹冬雪峰，自西向东，经高原、山地、丘陵、平
原、一路跌宕而下浩浩荡荡涌入太平洋。 长江干流
全长 ６ ３００ 余 ｋｍ，是中国第一大河，长度仅次于尼
罗河和亚马逊河，年水量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刚果河，
为世界第三大河。

长江 两 岸 资 源 和 物 产 丰 富， 流 域 面 积
１８０ 万 ｋｍ２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５，居住人口逾
４ 亿。

大自然不断地演变， 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经
过亿万年漫长的地质年代， 长江流域的生态也在自
然地发生着变化。 在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
响下， 两岸茂密的古森林逐渐减少，长江从干旱的
上游高原带来泥沙，不仅堆积出富饶的长江三角洲，
也把大量的泥沙沉积于中、下游河床，降低了河道的
行洪能力，这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和长江流域自身
发展所面临的巨大生态难题。 长江在流经三峡最后
一个河谷西陵峡之后，河势由窄深流急变得宽浅平

缓，从上游带来的大部分泥沙，积年累月地在荆江河
段淤积，随着河床不断抬高，致使洪水位高出两岸平
原 ６ ～１７ ｍ，形成“地上悬河”，号称“鱼米之乡”富
饶的 江 汉 平 原 和 洞 庭 湖 区 １ ５００ 万 人 口 和
１５０ 万 ｈｍ２

耕地，长年经受着严重的洪水威胁。 历
史上，这里曾多次发生大的洪涝灾害，造成两岸人民
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从汉初至清末的 ２ １００ 多年
中，该地区共发生大小洪灾 ２１４ 次，平均每 １０ 年一
次，仅 ２０ 世纪初期就发生了 ５ 次大的洪灾。

长江三峡以下的荆江河段自古以来就以修建荆

江大堤并逐年加高来抵御洪水，新中国诞生后又逐
年整修加固。 最大安全行洪能力为 ６０ ０００ ｍ３ ／ｓ，仅
仅能抵御 １０ 年一遇的洪水，抗洪能力极低。

长期以来，自然界原有的调节作用，遭到洪水破
坏，流域原生环境平衡也被改变。 中游的洞庭湖是
长江调节洪水的重要湖泊。 由于长江洪水挟带的大
量泥沙，大量从荆江四大分洪口涌入并在湖内淤积，
长年的泥沙淤积和人为围垦，使湖泊面积从 １８２５ 年
的 ６ ０００ ｋｍ２

锐减至 １９８３ 年的 ２ ７００ ｋｍ２ ，并以加速
度不断递减，大大降低了对荆江的调洪作用，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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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湖区农田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洪涝灾害的威胁。 可
以推测，若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进行淤积，八百里洞庭
湖将不断萎缩甚至渐趋消亡，那么它分洪分沙的重
任又将落到谁的肩头呢？

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等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
富饶土地，随时可能遭受严重的洪水灾害的局面，不
仅制约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世纪之忧。

于 １９５２ 年修建的荆江分洪工程，曾为长江洪水
分担了调蓄容量的重任， 然而由于分洪区内长居人
口不断增长， 即使启用一次就有约 ４０ 多万人需要
就近安置在面积仅 １９．７５ ｋｍ２

的安全区， 平均 ２ 万
人的生存空间不到一平方公里， 并且分洪一次必还
将使环境恶化，作物毁坏、继发性病毒、各种疫情随
时会发生，也将加大洪灾本身的悲剧性。 因此，缓减
和消除这种生态危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
2　工程措施是人类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
途径

　　无论是从生存还是发展的角度看，治理长江已
是一项紧迫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开发长江的前提。
在人类发展史上已有无数成功地运用工程措施来改

善原已失衡的生态、环境的先例。 基于这点共识，
７０ 余年来，几代政治家和无数中外水利专家、学者、
科研人员均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经过长期的规划
勘察和大量的方案设计、科学研究和论证表明，长江
三峡工程无疑是完成这一历史责任最有效的途径。

三峡工程坝址距长江的源头约 ４ ５００ ｋｍ，距长
江的入海口 １ ７００ 多 ｋｍ，位于闻名于世的瞿塘峡、
巫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的最后一个峡谷———西陵峡
河段内。 防洪是兴建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的目标，长
江三峡工程设计正常蓄水位 １７５ ｍ，在上游形成库
容为 ３９３ 亿 ｍ３

的河道型水库， 可调节的防洪库容
达 ２２１．５ 亿 ｍ３ ，能有效地拦截宜昌以上下来的洪
水。 通过大大削减洪峰流量，使荆江地区的防洪标
准，由建坝前的 １０ 年一遇，提高到 １００ 年一遇；既提
高了荆江河段的安全性，也增加了武汉市防洪调度
的灵活性。

下游防洪能力的提高，同时能有效地减少下游
湖泊的泥沙淤积，延缓洞庭湖的萎缩进程；并对湖区
支流洪水进行补偿调节，减轻湖区洪水威胁。 由于
水库的调节作用，枯水期下泄流量增加， 还有助于
提高坝下游河道污水稀释化，改善水质，减轻污染，

提高生态需水保障率。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三峡大坝全线挡水，三峡工程具备

防御百年一遇洪水能力，蓄水以来三峡工程防洪效
益已显著发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底，三峡枢纽成功地实
施 了 一 次 主 动 防 洪 运 用， 最 大 入 库 流 量
５２ ５００ ｍ３ ／ｓ，通过提前预泄和拦洪控泄等措施，将
沙市水位控制在 ４２．９７ ｍ，略低于警戒水位，为减轻
长江中游防洪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０ 年汛期
进行 ７ 次防洪运用，拦蓄洪水 ２６４．３ 亿 ｍ３ ，在
７０ ０００ ｍ３ ／ｓ洪峰流量到来时（超过 １９９８ 年特大洪
水流量），最大削减洪峰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ｓ，降低沙市站水
位约 ２．５ ｍ，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

为缓解下游水资源季节性短缺的压力，三峡工
程新增抗旱补水功能，为此，三峡水库进入初期蓄水
阶段后，实施枯水季节生态补水调度，效益显著。
２００６ 年冬至 ２００７ 年春枯水季节为下游补水 ８０ 天，
补水总量超过 ４０ 亿 ｍ３ ；２００７ 年冬至 ２００８ 年枯水季
节为下游补水约 ４７ 亿 ｍ３； ２００９ 年补水总量
７１．６４ 亿 ｍ３，２０１０ 年枯水季节对下游实施补水
１２１．９ 亿 ｍ３。２０１１ 年长江中下游汛期推迟到来，降
雨量极度偏少，造成了自 １９５４ 年以来最严重的季节
性旱灾，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底，三峡水库为此向下
游补水约 ２００ 亿 ｍ３ ，缓解了中下游的旱情。 三峡水
库枯水季节补水改善了下游水质和航运，改善了下
游湿地生态系统需水，起到了河口压减、提高下游工
农业及其他生态用水等综合作用。

长江三峡工程作为一项补救长江在自然发育中

已经失衡的生态平衡的有效措施，从本质上讲，也是
一项伟大而重要的生态工程。 三峡工程能使广袤、
富庶的江汉平原免受洪水威胁， 生态秩序走向良性
发展， 平原湖区生态达到相对稳定。 这无疑对长江
中、下游平原的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的稳定和持
续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三峡工程有利于全球环境保护

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治理只是一种应
急措施，在致力于解决本国或流域生态与环境问题
的同时，必需兼顾到全球的利益，以及全人类未来的
利益， 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3．1　发电效益

三峡工程最直接的经济效益就是发电， 巨大的
发电收益，是在防洪之后使这个超级水利工程的兴
建成为现实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峡电站共有单机

01 　中国工程科学



７０ 万 ｋＷ 的机组 ３２ 台，总装机容量 ２ ２５０ 万 ｋＷ（含
电源电站），年发电量约 ９００ 亿 ｋＷ· ｈ。 平衡当代
中国高速发展经济与能源短缺的矛盾， 清洁的、取
之不尽的水电资源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在当代中
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
发展的时期， 能源短缺是全国普遍的现象，而在国
家的经济重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华中、华东地区，
每年火电所需巨大数量的燃煤， 主要产于北方， 北
煤南运给运输带来极大的压力。

如果以火电来替代三峡工程所提供的清洁、低
廉、强劲的、可再生的水电， 就意味着平均每年多采
掘原煤 ５ ０００ 万 ｔ，除排出大量热水、废渣影响环境
外，每年将排放约一亿吨形成全球温室效应的二氧
化碳，以及造成酸雨的 ２００ 多万 ｔ 二氧化硫，１ 万 ｔ
一氧化碳，３７ 万 ｔ 氮氧化物，还会产生大量的飘尘、
降尘等；火电厂及其煤渣弃渣场大规模的占地，将从
华东、华中这些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地区，夺去更多的
土地；不仅将使中国在今后承受更大的环境污染的
压力， 也将对全球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大气污染这一现代社会的弊病， 几乎是促使全
球环境恶化的最普遍和严重的形式。 有人预言，由
于“温室效应”，地球平均气温在 ２１ 世纪将上升２ ℃
～３ ℃，燃烧矿物燃料，是造成二氧化碳大量增加的
重要结果，而其他污染废气也会随大气环流送向地
球上任何地区。 生态科学和系统科学告诉我们，事
实也反复证明，世界是个整体， 生态没有国界，共同

防止生态恶化必须依靠人类横向的联合。 为了防止
温室效应加剧，世界各国已达成共识，并制定了减少
和限制二氧化碳等各类有害气体排放量的原则和办

法。 我国政府已经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中国政府提出 ２０２０ 年我国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 ％ ～４５ ％，表明了
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 调整我国能源结
构，发展低碳经济模式，是实现我国减排承诺的重要
举措。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
国家之一，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较大份额。 加
大对水电的开发力度，逐步降低煤炭在我国能源供
应中的比例，将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三峡工程利用长江丰富的水量获得巨大的清洁

能源，是我国能源规划和电力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 ２ ２５０ 万 ｋＷ，是世界上装机容
量最大的水电站，分别约占 ２００９ 年全国电力和水电
装机容量的 ２．５７ ％和 １１．４ ％。 三峡电站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首批机组发电以来，至 ２０１０ 年底，已累计发
电 ４ ５１４ 亿 ｋＷ· ｈ。 三峡电能主要送往华中、华东
和广东地区共 ８ 省 ２ 市。

表 １ 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三峡工程逐年发电量以
及节约标准煤统计，按照 ２００５ 年我国火电机组平均
发电煤耗３７０ ｇ／ｋＷ· ｈ计算，三峡工程累计发电量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１６ ４７１ 万 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 ４１ ０３６ 万 ｔ。

表 1　三峡工程 2003—2010年发电量以及节约标准煤统计
Table 1　Statistic of power generation and standard coal saving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from 2003 to 2010 （data source：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总计

发电量（亿 ｋＷ· ｈ） ８６．１４ ３９１．５７ ４８９．２５ ４９２．４９ ６１３．０８ ８０３．１０ ７９４．７０ ８４３．７０ ４ ５１４．０３
节约标准煤（万 ｔ） ３１８．７２ １ ４４８．８１ １ ８１０．２３ １ ８２２．２１ ２ ２６８．４０ ２ ９７１．４７ ２ ９４０．３９ ３ １２２．００ １６ ７０３．２３
减排 ＣＯ２ （万 ｔ） ７８３．０９ ３ ５５９．７２ ４ ４４７．７２ ４ ４７７．１８ ５ ５７３．４５ ７ ３００．９０ ７ ２２４．５４ ７ ６７０．００ ４１ ０３６．７８

　　
3．2　航运效益

长江航道是沟通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黄金水
道，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长江上游地区，尤其是宜昌
至重庆 ６６０ ｋｍ 的川江航道，位于高山峡谷地段，航
道的上、下游落差大、水流急、滩险多、航深浅、航宽
不足，通航能力较弱，运输成本较高。

三峡工程建成蓄水运行后，有效地改善了长江
上游湖北宜昌至重庆段 ６６０ ｋｍ 的川江，以及枯水季

节长江中、下游航道的通航环境。 配合必要的航道
整治，长江中、上游的单向的通过能力，可由原来的
不到 １ ０００ 万 ｔ，提高到 ５ ０００ 万 ｔ。 在提高通航能力
的同时，航运安全也得到基本保证，库区长江干线水
上交通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分别减为蓄水前的

３２．９ ％和 ５．８ ％，并相应地显著减少了船舶事故造
成的水污染。

统计资料显示，随着航运条件的改善，三峡枢纽
的货物通过量也逐年增加，且增幅逐年增大（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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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三峡枢纽的货物通过量达到 ８ ７９４ 万 ｔ，与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２ 年（三峡枢纽通航前历史最大货运
量 １ ８００ 万 ｔ）相比，分别增加了 １８．５ ％和 ３８８ ％。

水库蓄水以来，三峡枢纽货运总量超过三峡工程蓄
水前葛洲坝船闸通航 ２２ 年过闸货运量的总和的两
倍，有力地促进了长江航运和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表 2　三峡工程蓄水通航后货物通过情况统计 （单位：万 t）
Table 2　statistic of freight volume after inund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unit：million t）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累计

三峡枢纽货物通过量 ４ ３０８ ４ ３９３ ５ ０００ ６ ５００ ６ ８４７ ７ ４２６ ８ ７９４ ４３ ２６８
通航后增加货运量 ２ ５０８ ２ ５９３ ３ ２００ ４ ７００ ５ ０４７ ５ ６２６ ６ ９９４ ３０ ６６８
替代公路减排 ２０１ ２０８ ２５６ ３７６ ４０４ ４５０ ５６０ ２ ４５５

降低通航能耗减排 １４ １４ １６ ２１ ２２ ２４ ３０ １４１
注：数据来源为三峡总公司

　　与三峡工程修建以前葛洲坝水利枢纽历史最大
货运量 １ ８００ 万 ｔ相比，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１０ 年三峡水利枢
纽累计增加货运量 ３．０７ 亿 ｔ，运输成本降低 ３５ ％ ～
３７ ％，单位能耗降低 ４６ ％ 。 由于水运的能源消耗
低于公路运输，三峡水上货运能力的增加，相应地大
大减少了公路运输能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4　三峡工程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的综合
治理与保护

4．1　工程生态和环境的系统论证与研究
三峡工程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工程， 无论是作为

新生环境组成部分，还是作为原来环境影响的受体，
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关系都是深远的，无论其方式、
程度及发展过程都深受广大生态学家、工程专家密
切关注；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就开始了这方面的
研究。 在工程设计的不同阶段和方案论证过程中，
提出了一批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报告

和评价报告。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长江流域规划要点和三峡

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的编制过程中，就对三峡工
程水库回水影响、人类活动对河流径流的影响、水库
岸坡稳定性、水库诱发地震、水库淹没与移民、泥沙、
生物、自然疫源性疾病及地方病等环境影响因素进
行了调查与研究。 １９７９ 年以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
护局与 ４０ 多家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开展了三
峡工程生态与环境影响的研究和评价。 １９８４ 年，国
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将“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
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列为三峡工程前期重大
科研项目之一。 １９８５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了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论证专家

组，对正常蓄水位 １５０ ～１８０ ｍ 各方案的环境影响逐

一进行了评价。 １９８６ 年，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
小组组织成立了由生态、环境、水利等方面的 ５５ 名
专家组成的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家组，对以
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审查和复核，并组织长江流域
水资源保护局及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进行了专
题论证和补充研究。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中国科学院环
境评价部和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
了枟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枠，并于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得到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正式批准。

上述一系列的研究论证报告，较完整地对三峡
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经过长期的观测、分析和认真、科学地进行了评
价，结论认为：长江流域局部地区生态与环境有所改
善，但有很大部分地区仍有恶化趋势，即使不建三峡
工程，也该加快综合治理。 兴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
环境有利有弊，在建设过程中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发
扬有利的一面， 克服和减少不利的一面，以三峡工
程建设为契机，加快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０９ 年对上述论证进行了系统的
阶段性评估，评估意见认为“生态和环境问题及其
影响基本没有超出原论证的预测范围”。
4．2　生态和环境保护措施

枟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枠将三峡
工程环境影响分为局地气候、水质、水温、环境地质、
陆生植物和植被、陆生动物、水生生物、库区泥沙淤
积和下游河道冲刷、对中游平原湖区的影响、河口环
境、水库淹没与移民对环境的影响、人群健康、自然
景观和文物古迹、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公众
关心的其他环境问题（包括兴建三峡是否加重上游
洪灾、物种与栖息地、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防治和中上
游防护林体系建设、溃坝风险分析等）等专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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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资金安排等。 上述安排在
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

为减轻三峡库区环境保护的压力，１９９９ 年对移
民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调整移民方针，由原先
的靠后就地安置调整为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结合，
并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村移民外迁安置，以缓解库
区的环境压力，并为库区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二是对污染严重、经济效益差、治理无
望的小企业不再复建，而是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进行
结构调整，加大关闭和破产力度，以减轻库区水污染
防治的压力。

为切实做好三峡工程相关区域的环境保护工

作，促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组织实施
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枟三峡库区及
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枠、枟三峡
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枠、三峡水库周边绿化
带建设工程规划、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长江
上中游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长江上游水土保

持重点防治工程等。
为长期、系统地观察三峡工程影响区域的生态

与环境状况变化，并为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的生态
与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１９９６ 年，国家组建了跨
地区、跨部门、多学科、多层次的三峡工程生态与环
境监测系统，该监测系统在工程进入不同阶段后，按
生态与环境保护重点不同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每年 ６ 月 ５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现
环境保护部）向国内外发布枟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
环境监测公报枠，系统反映监测系统的前一年度的
监测成果和三峡工程影响区域的生态与环境状况。
5　结语

长江三峡工程是有效改善长江生态失衡的工

程， 在运行过程中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及时正确
处理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通过优化水库调
度，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效益。

三峡工程仅仅是改善长江流域生态失衡状况的

工程措施之一， 因此， 在客观地分析和评估三峡工
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利弊的同时，要从根本上改变长
江流域生态失衡、环境的恶化，应在流域综合规划的
基础上，系统的开展综合治理与保护，包括大规模地
开展植树造林、进行水土保持， 继续进行干支流的
梯级开发提供清洁能源，治理流域内城镇污染源、工
业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系统地开展水生生态保护，
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规划进行统筹安排等。 只要
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努力，长江流域的生态与环境将
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这条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
大河也将更好地造福人类。

致谢：三峡工程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蓄水以来的有关监
测资料及统计数据由三峡集团公司陈永柏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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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ＧＰ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ｔｏｏｋ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ＧＰ．Ｈｏｗ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ＧＰ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Ｗｈａｔ ａ ｒｏｌｅ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Ｈｏｗ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
ｐｌｅ ｃ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ｔ ｄｏ ｎｏｔ ｑｕｉｔ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ｏｕ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ｒｅａｍ．

［Key words］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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