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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祝贺联合国社会经济事务部、

世界银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并向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国内外参加研讨会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表示诚挚

的欢迎！ 
 
    近期国际油价高居不下，曾达到 20 多年以来的历史最高位每桶 55 美元，已引起世界各

国对能源问题的高度关注。今年国际上有关能源问题的各类研讨会十分活跃，在柏林召开的

可再生能源大会盛况空前。人类对未来能源的可持续供应，以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给

予了更大的关注。中国近年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持续增长，原油进口增加，

煤炭和电力供应紧张，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水电与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更具现实和长远意义。我很高兴借此机会，介绍中国能源，特别是水电发展情况及我

们对发展水电的观点和有关政策。 
 
一、中国能源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 55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发展，中国能源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2003 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 16 亿吨标准煤，约占全球能源总产量的 11%，成为世

界第三大能源生产国。2003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16.8 亿吨标准煤，是世界第二大能源

消费国。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管理体

制改革顺利推进，能源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节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能源的快速发展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未来 20 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

值比 2000 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中国 GDP 年均增长将保持在 7.2%左右的水平。根据国际

经验，中国已进入加快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能源建设和能源发展

的任务非常艰巨。目前中国能源供应以煤为主，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短缺，人均资源量约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0%，能源发展受到了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约束，调整能源结构，减

少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此，利用好丰富的水能资源是

中国能源政策的必然选择。 
 
    水电是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着全球五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与煤炭等化石能源

发电相比，具有无温室气体排放、资源可再生等优点，是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能源资源，

对水能资源优先开发利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水能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 
 
    中国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近 7 亿千瓦，技术可开发容量近 5 亿千瓦，经济可开发

容量近 4 亿千瓦，年发电量约 1.7 亿千瓦时。按使用 100 年计算，相当于 600 亿吨标准煤，



占我国常规能源资源量的 40%，是我国仅次于煤炭资源的第二大能源资源。特别是水能资

源相对集中于大江大河，开发条件好，有利于建成大型水电基地，发挥水能资源的规模效益。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水电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今年水电装机容量突破 1 亿千瓦，

占全部电力总装机容量的四分之一，提供了全国约五分之一的电力需求。小水电的建设解决

了 3 亿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特别是对解决农村偏远地区的用电问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目前全国已建成 800 个小水电电气化县，一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山区和荒漠地区以电代柴，

减少了对植被的砍伐，治理了环境，保护了生态，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型

水电的建设，有效提高了河流的防洪能力，保护了河流两岸人民免受洪水灾害，改善了农业

灌溉、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用水以及航运发展条件。特别是新安江、葛洲坝、二滩、小浪底、

三峡等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力地带动了当地旅游、环境保护

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水能开发在为人类提供清洁能源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

负面影响。水电建设要截断河流，淹没土地，迁移人口，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带来一些影响。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水电建设也在国际上引起争议，在中国围绕三峡工程的建设也引起了

不少争论。一些组织和人士关注水电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使水电

建设者在设计和建设中更加注重环保，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水电建设方案更

加完善，无疑是有益的。中国水利水电专家潘家铮院士在回答“谁对三峡贡献最大”时曾说过，

“那些对三峡工程建设提出种种意见的人贡献最大，正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各种问题，才使设

计者不断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使设计趋于完善。”我认为这一回答充满哲理。但是我们

也注意到当前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反对一切形式的水电开发。只强调保护，不考虑开发，也

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地球已经生活着 60 亿人口，需要生存和发展，需要足够的

能源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回到原生态的自然状况，已经不是现实。利用核能、化石

能源、水能甚至生物质都会有利也有弊，两者相权取其轻，结论是清楚的。开发利用水电有

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起化石能源来，可持续加以利用，水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优质能源。因此，在 2002 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将水电作为减排温室气体、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予以肯定，并承诺通过加强合作促进水电建设的发展。 
 
    与世界水电发展一样，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技术的原因，中国的水电建设，也在总结

经验中不断完善。早期建的一些电站排沙效果不甚理想，一些电站对局部的生态环境影响较

大，还有一些电站对移民后期扶持力度不够，问题未完全解决好。也因此使水电建设脱贫致

富的优势未充分发挥出来，致使一些人对水电的环保性以及水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生了怀疑。我们认为，从总体上以及水电建设的本质看，水电开发是人类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满足人类社会能源需要，实现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美国田

纳西州流域的梯级开发使美国较贫穷的一个州经济得到了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目前开

发利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并完善有关措施，水电

在能源供应中优势和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就能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当欢迎

对水电建设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我们不赞成反对一切形式水电开发的意见，必须兼顾发

展和保护两者的关系，更不赞成在不全面了解情况的状况下刻意炒作，制造社会舆论，这也

不符合新闻道德。 
 
三、中国水电发展的方针和政策 
 



    水能资源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水能资源是有效提供能源供应、保护环境的重要

措施，因此，优先发展水电是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方针。比起美国水能资源已经开发利用了

80%，巴西和挪威电力 90%以上由水电提供，我国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还不到 25%，差距很

大，开发潜力也很大。为了做好我国水电建设和管理工作，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

展，我们将在认真学习和总结国内外水电建设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做好以下五个方面

的工作： 
 
    第一、制定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实施流域综合开发。制定并实施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

把水电开发与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工程建设和地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流域水资

源的综合开发，并发挥好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对水电设计、施工和管理的指导作用。建立健

全流域水资源开发的决策机制，做到水能资源的合理开发、科学决策。 
 
    第二、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科学辨证地认识水电开发的环保

问题，坚持“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的原则，加强水电开发的前期研究和论证工作，加大

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水电建设的监督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小水电站在建

设期间和运行以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重视水电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流域开发

形成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使水电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重造秀美山川。 
 
    第三，深入研究移民安置和移民发展问题，抓好库区移民工作和后期扶持发展。高度重

视库区移民问题，在落实好目前国家有关水电移民政策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加大移民后期扶

持的政策和措施，解决好移民的后顾之忧，把移民的搬迁安置、发展和库区“三农”问题的解

决结合起来，解决好移民“移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更

快发展。  
 
    第四、发挥水能资源优势，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

国相继实施了东南沿海开放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这些战略

的实施，为中国实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西部地区是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水能资源很丰富，是西部地区最具开发条件和市场需

求的优势资源。要进一步发挥和利用好西部的资源优势和东部的市场优势，加快西部水电开

发步伐，加大“西电东送”力度，尽快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

全面发展，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第五、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水电建设健康发展。各国在水电开发过程中，

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有着各自很多宝贵的建设管理经验，为进一步做好今后水电的开发工

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取长

补短，特别是对于跨界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应加强上下游国家间的交往，增进理解，加强合

作，共同做好流域的开发工作，共同促进整个流域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次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召开，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水电建设和管

理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鞭策，我们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和借鉴各国先进的水电规

划、设计和管理经验及理念，努力做好今后水电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希望通过世界各国的共

同努力，促进世界水电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