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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三峡枢纽二二程的岌乏济效益分析
余 佑 清

长江从
‘

世界屋脊
”

的冰川雪岭的涓涓细流
,

经过长达 。。公里的旅途奔腾入海
,

每年入海水量达 万

亿立方米
,

流域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
,

流域人口约 亿 , 总落差为 启。。多米
,

①水能蕴藏量 达 亿千

瓦
,

由此可以看到
,

一方面长江的巨大水量所产生的水利资源非常丰富 另一方面它所能造成的灾害也 非

常严重
。

如果长江得不到有效控制
,

洪水泛滥
,

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远远超出兴建三峡工程的耗费
,

并 给沿

岸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协和损失
。

仅此就足以证明其兴建三峡工程之利大弊小的关系
。

一
、

其有兴利除容的维合经济效益

三峡工程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

上有物产丰富的西南经济区
,

下有经济发达的华中
、

华东经 济 区
。

该

工程兴建不仅给湖北
,

而且给长江流域
,

大半个中国带来巨天的经济效益
。

第一
,

兴利除害
,

开发无 穷资源
,

造福 中华
。

长江既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

又有洪水泛滥的威胁
。

我国 一 年代综合开发长江的方针是以防洪排

涝为主 进入 年代
,

长江开发在继续做好 防洪排涝的同时
,

应当把重点逐步转移到兴利方面 , 从 年代

起
,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年的提 高
,

能源供求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

同时考虑到我国兴建大

型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物质条件将基本具备
,

长江开 发 的重点将在防洪排涝措施不断加强
、

航运设施和运

量不断提高的同时
,

转向以开发电力为主
。

所以
,

建设三 峡水电工程向时又兼收调节洪峰
、

农田灌溉
、

有利

航运之效
。

三峡工程是洽理长江的一项庞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

其影响非常深远
。

首先
,

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下 游

几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
,

是一个可免除千年一遇特大洪水之害的超级工程
。

早在 年 月
,

毛泽东听取了长江治理方案的汇报后提出
‘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
,

还达不到控制洪水 的 目的
,

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
”

修建三峡工程
,

化长江之害为利
,

这是自孙中山先生开始
,

千 千 万万中

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

其次
,

电站装机 台
,

总容量 万千瓦
,

年发电 亿千瓦小时
,

仅此一举可使全

国电力翻番
,

这对缓解我国能源紧张将起重要作用
。

其三
,

在航运方面
,

大坝建成后
,

年 单 向 通 过 能 力
。。万吨

,

改善航道 。公里
,

运输成本下降 务
,

万吨船队可直达重庆朝天门码头的人工海
,

为西南经济

区的发展
,

提供了重要基础设施
。

不建三峡工程将免小弊而失大利
,

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

不建三峡工程
,

确实可 以 免去 淹 没 良

田
、

移民等棘手问题
。

但却永远不能根除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严重水患
。

然而
,

同时却失去了更加巨 大 的

眼前利益
。

首先
,

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绝不是无能为力的
,

如果人们对自然界持消极的 自然主义态 度
,

认 为

除单纯的保护外什么也不能做
,

那就什么也做不成
。

中华民族同水旱灾害奋斗从大禹治 水 算 起 已 有 千

多年 , 对洪水一直打的是筑堤分洪的防御战
。

这在过去科学技术落后
、

经济基础薄弱的时代
,

是唯一 可 行

的治理战略
,

但在今天
,

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
、

经济力量 已足够强大
,

仍打这种防御 战
,

已 不 符 合 历 史

发展规律的妻求
,

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

今天的中国人要求维护全局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

并不抱住眼前

小利不放
,

而要求从根本上治理开发长江
,

变害为宝
,

让滔滔长江永远驯服地为全国人民服务
。

第二
,

三峡工 程建设
,

可 将长 江带经 济技术开 发 区相连接
。

长江
,

上有
“

天府之国
” ,

中有
“

鱼米之乡
” ,

下有
“

人间天堂
” ,

如能在三峡为这条中华之 巨龙
“

点睛
” ,



整个长江流域必将进一步活起来
,

必将带来长江大流域经济的繁荣昌盛宝

修建三峡工程是我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 。年以后

,

长江的综合开发将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
,

逐步建立健全水资源合理开发体系
,

达到防洪
、

航运
、

发电
、

农田水利
、

淡水养殖等互相促进
,

逐步开展 南 水

北调
,

解决华北平原地区缺水问题
。

使长江流域逐步形成为我国的一条产业密集带
,

成为真正的黄金水道
,

把我国东部
、

中部
、

西部三大发展梯度地带联结起来
。

发展东
、

中
、

西部间的商品流通
。

技术由东 向 西转

移
,

电力
、

原材料由西部向东部输送
,

促进中部
、

西部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
,

以沿江几个百万人口 以上的城市

上海
、

南京
、

武汉
、

重庆
、

成都为依托
,

形成各自的经济辐射区
,

使长江流域为振兴我国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

第三
,

三峡工程兴建 有利于长 江 中游经 济带的长期 发展
。

首先
,

三峡工程在开发和治理长江中的

关键作用和经济效益 特别是长江中游荆江两岸的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
,

都是我国的大商品粮
、

棉
、

油基地
。

这里地少人多
,

而粮
、

棉
、

油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很高
。

这一地区地面高程普遍低于洪水位 至 余 米
,

因

此
,

一来大水就全线紧张
。

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 亿立方米
,

能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 目前的 。年

一遇
,

提高到 年一遇
。

可使枝城站最大流量邮 立方米 秒减至 立方米 秒
,

而不启用荆江分洪
,

可使沙市水位不超过 米
。

如遇 年
、

年
、

年的洪水
,

三峡水库可栏 一 。。亿立方 米
,

可

减少淹没耕地 一 。万亩
。

提高这个地区的抗御洪灾能力
,

更有效地利用洪泛平原的农用土地并开发其它

利用机会
,

为这里的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
,

繁荣农村经济
,

增加农民收入
,

使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开发
。

其次
,

长江中游地区沿江产业带将迅速形成
。

武汉至黄石形成较为集中的冶金
、

机械
、

建材 等 工业走

廊 葛洲坝工程使宜昌迅速由小城市步入中等城市行列
,

伴随三峡工程的兴建
,

必将形成以宜昌为中心的重

化工业基地和鄂西产业密集带
。

荆江河段的生产力布局将迅速展开
,

并将迅速发展成以轻纺
、

食品
、

化工为

主的产业带
。

荆江两岸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历来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地区
,

劳动力素质大大高于

其他地区
。

一旦洪水威胁解除
,

加之三峡提供的巨大能源和三峡役资带来的效应
,

以岳阳
、

沙市为发 展 格

局的沿江地区将迅速发展
,

并将武汉一宜昌段联成一片
。

长江中游全方位开放开发带沿江其他地区和 洞庭

湖
、

鄙阳湖沿岸
、

湘江
、

汉水
、

赣江等主要支流的中下游沿岸地区的优越条件都将获得较大的发展机 会
,

从而形成长江中游地区完整的沿江产业带
。

浦东在长江之首
,

三峡在长江之腰
,

二者呼应使长江成为 我 国

又一条对外开放带
,

将大大地改变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

从而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推向又一个高潮
。

二
、

三峡工程建成
,

威胁数亿人民生存的特大洪灾可期望避免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流
。

据历史记载
,

从汉初到清末 公元前 年至公元 ”年 白勺 年中
,

共发生

洪灾 次
,

平均不到 年 次
。

其中荆江大堤自明朝至解放前约 年中
,

就有 次发 生 了 大堤 溃 决
。

年
,

荆江大堤沙市以上溃决 处
,

荆州城遭灭顶之灾
。 。和 。年洪水是由上游集中大暴雨而 产 生

的
。 了。年宜昌洪峰流量为 。秒立方米

,

比常年洪峰 万秒立方米约大一倍
。

年大水
,

宜 昌洪峰

流量为 秒立方米
,

这年宜昌以下加上清江流量
,

枝城洪峰流量也有 万秒立方米
,

南岸藕池口决口 ,

大

量洪水入洞庭湖
。

年大水
,

荆江两岸都决 了口
。

南岸松滋 口决口 ,

北岸在监利以下溃决
,

两湖 平原一

片汪洋
,

淹没面积达 万余平方公里
,

人民 生命 财产损失惨重
。

世纪以来
, 、 、 、

年长江中下游也出现大洪水
。 一

、
一, 年两次大洪水

、

长 江

中下游淹没农田分别达 。万亩和 万亩
,

死亡人数分别为 万和 万人
。

年汉 口 被淹约 个

月
,

街上行舟 , 年也是长江一个较大的洪水年
,

沿江一带刚一解放
,

即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斗争
,

这 一

年的洪灾损失也不小
。

年长江中下游发生近百年来的一次特大洪水
,

在中央的直接指挥
,

全国人 民 通

力支持下
,

虽然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
、

南京等城市
,

长江中游却淹没农田 万亩
,

受灾人口 万人
,

临时转移 万人
,

死亡 万余入
,

京广铁路中断百天
。

江汉平原几
一

卜万人在汪洋大海中的一线土堤上
,

住

了了。多天
,

粮食柴草时而断绝
,

饮 水 也极困难
。

堤边粪便
、

动物尸体在水中飘荡
,

伤寒痢疾流行
,

死人无

土可埋
,

其状惨不忍睹
。

人民把 挣 脱水灾威胁看作
“

第二次解放
” 。

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带
,

一旦

出事
,

后果堪虞
。

因此
,

长江的 安 全问题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

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荷兰是个低地国家
,

她的临海三角洲地区
,

常遭北海风暴潮袭击而成水 灾
。

曾



有治理方案
,

由于种种原因
,

未能及时治理
。

年 月
,

发生了特大风暴潮
,

造成 人死亡
,

万人
无家可归

。

因而举国振动
,

后悔不已
。

政府遂下决心治理
,

投资数十亿美元
,

建成了杭洪标准达 千年 一

遇的三角洲工程
。

有鉴如此
,

我们应吸取教训
。

三峡江面窄狭
,

两岸山岩耸立
,

一般高出水面在 米以上
。

三峡大坝位于宜昌县三斗 坪 镇
,

这 段 坝

址河谷宽阔
,

基岩为坚硬完整的花岗岩
,

是修建混凝土高坝优越地形
、

地质和施工条件
。

根专家测 算
,

防

御 年和 年型洪水
,

需要防洪库容 和 亿立方米
。

三峡工程防洪库容为
,

亿立方米
。

因此
,

运用三映工程防洪库容
,

能做到千年一遇洪水不超蓄
,

较好满足湖南
、

湖北
,

长江中下游的防洪 要 求
。

方

案一旦实现
,

千百年来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严重危害可期望避免
。

三
、

国力能承受巨倾投资
,

杜会经济效益好

三映工程规模如此浩大
,

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
。

将如何筹措
,

如何管理呢 据 年 月
,

审查委员

会通过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

已呈报国务院审批
,

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

其工程静态总投资 约为
。亿元 按 。年价格计算

。

其中 枢纽工程拍 亿元 移民投资 亿元 , 输变电工程 亿元
。

工程将

采用
“

一级开发
,

一次建成
,

分期蓄水
,

连续移民
”

的方案
。

其工程项目包括枢纽工程
、

水库移民
、

输 变

电工程
。

施工总工期为 年
,

其中 准备期 年
,

一期工程 年
,

二期工程 年
,

三期工程 年
,

年 平 均

投资 。亿元
,

国力是能够承受的
。

三峡工程所需投资确实是巨大的
,

但并非都要直接从国库中开支
。

首先
,

三峡工程经过 年准 备 期
,

到正式开工的第 年 即二期工程结束时 , 第 批 台 机组即可发电 每一台机组的装机容量 万千

瓦
,

相当于一个大中型水电站
,

这时累计投资 亿元
。

此后 年内
,

每年将有 台机组投入运行
。

这样

三峡工程最后 年中
,

平均每年发电量 亿度 相当于葛洲坝电厂年发电量的 倍
,

平均每年发电利 税

收入近 亿元
,

可以基本解决自身的工程投资
。

其二
,

主要依靠葛洲坝电厂利润和三峡工程在建设期 间 自

身的发电利润
,

可占全部投资的 肠 , 需要贷款只占 嗬
。

贷款来源可以利用多种渠道
,

其中如 果按

千瓦小时 分钱建立电力基金
,

仅华中
、

华东两个电网在三峡建设期间即可提取 亿元
。

②因此
,

资 金

的筹集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

其三
,

作为三峡配套的葛洲坝工程 年全部俊工每年发电约 亿度
,

利税约

亿元左右
,

可在全工期为三峡工程提供巨额资金支持
。

其四
,

三峡是举世瞩目的工程
,

受到国际上许多

国家关注
,

纷纷表示愿意与我国合作
,

协助中国研究某些科学技术问题
,

协助中国筹集资金建设三峡工程
,

世界银行和许多国家愿意贷款给中国修建巨型水电站
,

如果不建三峡工程
,

就会坐失良机
。

其五
,

三 峡 工

程役资的回收期为 年
,

就是说
,

一边投资
,

一边盈利
,

全 部 工 程建成投入使用以后的第二年就能 回 收

全部投资
。

以后每年净创利税 亿元
,

对国家长远贡献十分巨大
。

其六
,

若每年由发电收入中取出 亿 元

治理库区的生态环境
,

同时供给库区电能 万千瓦应该是容易办到的
。

由此看来
,

用三峡工程巨大经济效

益来治理库区的生态环境和川东
,

鄂西贫困地区脱贫是极为有利的
。

建设三峡枢纽工程比举办亚 运 会和申

报奥运会更振奋中华民族精神

注释

①从发电而言 ,
水库落差愈大

,
发电量 就愈大

。

②王保舍 “ 举世翻 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再度提 出 ” 《 城市改革与发展 》 ,
年第 期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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