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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目前世界上技术最成熟、可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水电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清洁电力，更以防洪、

供水、灌溉、航运等多种综合效益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图为美丽的三峡坝区。 韩 军 摄

□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发

源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奔流入

海，蕴藏着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改

革开放40年，我国水电事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国民经济同步发

展，为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美丽

中国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水电发
展历程

水电是技术可靠、运行灵活的清

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具有防洪、供水、

航运、灌溉和改善河流生态等综合利

用功能，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

我国河流众多、径流丰沛、落差巨大，

水能资源非常丰富，技术可开发装机

容量约6.6亿千瓦，年发电量约3.0万

亿千瓦时，居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原有

水电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在积

极学习苏联、捷克等国水电技术的基

础上，全国水电科技工作者团结一

致，艰苦奋斗，踏上了水电建设的艰

难历程，掌握了100米级混凝土坝和

土石坝、100万千瓦左右电站建设关

键技术，初步奠定了我国水电发展基

础；抽水蓄能电站在北京、天津开始

试点开发。至1977年，我国水电装机

容量1576万千瓦（其中抽水蓄能3.3

万千瓦），年发电量517亿千瓦时。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

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

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

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

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

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回顾我国的水电发展历程，艰难

曲折，成果丰硕。以改革开放基本国

策为指引，水电事业真正步入了高水

平快速发展时期，是受益于改革开放

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40年，水电

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谋发展

（1978年~199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

提出大力发展水电事业，建设十大水

电能源基地的战略设想，并优先选择

条件优越的河段开发建设；大型抽水

蓄能电站起步开发。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电力体

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水电也开始了投

资体制、建设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

艰难探索。从1980年起，为了解决

建设资金瓶颈，随着国家“拨改贷”的

实施，水电率先使用银行贷款，走出

拓宽建设资金渠道的第一步，改变了

过去因水电建设资金全部依靠国家

财政拨款而制约水电发展的问题。

1985年，国务院批转原国家经委等

部门《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

种电价的暂时规定》的通知，对集资

新建的电力项目按还本付息的原则

核定电价水平，打破了单一的电价

模式，培育了按照市场规律定价的

机制。1984年，原水利电力部将鲁

布革水电站作为引进外资的试点，

建立业主、工程师、承包商三足鼎立

的国际项目管理模式，取代了原有

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我国基本建设

行业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广蓄、岩滩、

漫湾、水口、隔河岩等5个百万级水

电站纷纷实行了业主负责制、招标

承包制、建设监理制，在工期、质量、

造价等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和进

步，被业内誉为“五朵金花”。1991

年，世界银行在单个项目贷款最多

的项目——二滩水电站正式开工，

从土建主体工程到机电设备采购，

全面实行国际招标，项目管理全面

与国际接轨，引进了国际管理经验

和技术，促进我国水电建设技术和

设备制造能力跨上了新台阶。根据

199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电力工业部指导水电建设系

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

步把业主负责制推进到公司制，先

后把清江、二滩、乌江、桂冠、五凌组

建或改制成为水电开发公司，迈出

了“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

管理科学”的重要一步。1996年，

国务院领导明确提出“流域、梯级、

滚动、综合”的水电开发八字方针，

并成为国家对水电建设的开发政

策。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

国务院授权其经营中央电力资产，

从生产关系上形成了一个中央水电

投资主体，并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龙

滩、小湾、公伯峡、洪家渡、三板溪等

水电站和岷江杂谷脑流域的前期工

作。这些工程均在21世纪初期开工

建设。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

快速增长、电力需求旺盛，为水电高速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1992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三峡水

利枢纽，百年三峡梦想从宏伟蓝图变

成了伟大的工程实践，以此为契机，

推动了小浪底、大朝山、棉花滩等一

批大型水电站开工建设。1993年~

1999年，随着五强溪、宝珠寺、天生

桥一级、李家峡、万家寨等大型电站

先后建成，水电投产连续7年超过

300万千瓦，1998年和1999年分别

达到了534万千瓦和633万千瓦，形

成了水电投产的第一个高峰期。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研究

论证和规划设计，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起步开发。为

保证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经济运行

和解决广东电网、香港九龙电网的调

峰填谷需要，1988年7月，装机容量

120万千瓦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一

期工程开工建设，1994年 3月全部

建成投产，这是中国第一座高水头、

大容量抽水蓄能电站。随后，二期工

程开工建设，并于1998年12月首台

机组并网发电。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一、二期工程合计240万千瓦，是20

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

站。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京十三

陵、浙江天荒坪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

陆续开工、投产，抽水蓄能电站异军

突起，已成为水电建设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截至1999年，全国水电装机容

量为 7297 万千瓦（其中抽水蓄能

547.5万千瓦），居世界第二位。

第二阶段，继往开来展宏图

（2000年~2012年）。

新千年伊始，以全国水力资源复

查为依据，全面形成了十三大水电基

地的开发蓝图。国家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正式拉开了西部水电集中开

发的新篇章，水电建设也全面步入流

域梯级开发的新阶段。抽水蓄能电

站发展迅速，开始由局部选点建设向

全国分省选点开发建设转变。

2000年，原国家计委提出加快

西电东送工程建设的建议，获国务院

批准同意。同年，贵州乌江洪家渡水

电站等第一批西电东送电力项目开

工建设，标志着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

面启动。

2002年 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

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在发电环节

引入竞争机制，催生出多元化的水电

开发市场主体。投资和能源主管部

门大力推动河流规划和管理，市场主

体全面加大勘测设计和科技投入，工

程建设和设备制造等各环节有机衔

接，我国水电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2000年~2012年，全面推进了

金沙江中下游、长江上游、澜沧江中

游、雅砻江、大渡河、黄河上游、南盘

江红水河、东北诸河、湘西诸河、乌

江、闽浙赣诸河和黄河北干流等水电

基地建设，13年间新增常规水电投

产装机容量16,075万千瓦，平均年

投产规模超过1200万千瓦。

进入21世纪后，电力系统对抽

水蓄能电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浙江天荒坪、桐柏，河北张河湾

及安徽琅琊山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

陆续建成投产，2008年抽水蓄能电

站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集中在华

南、华东、华北电网。2009年8月，

国家能源局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工作座谈会，由

局部选点建设向全国分省选点开发

建设转变，全面铺开全国重点省区

的抽水蓄能选点规划工作，以电网

公司为主体，组织开发建设，为抽水

蓄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2012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

模突破2000万千瓦。

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水电装

机容量24,858万千瓦（其中抽水蓄

能2033万千瓦），稳居世界第一位。

第三阶段，科学发展绘新篇

（2013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时代

主题。按照“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

能源发展战略，把发展水电作为能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促进

贫困地区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战略举措，科学有序开发大型水

电，严格控制中小水电，加快建设抽

水蓄能电站，加强流域管理，水电维

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并步入高质量

优化发展和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新阶

段，水电国际合作迈出新步伐。

随着“十一五”期间开工的向家

坝、锦屏一级、锦屏二级、溪洛渡等巨

型水电站陆续投产，2013年我国水

电新增装机容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3144万千瓦。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

（截至2017年），我国新增常规水电

投产装机容量8425万千瓦，平均年

投产规模超过1680万千瓦。开工建

设两河口、双江口、乌东德、白鹤滩等

大型调节水库电站，大力提升流域的

发电、防洪、供水和生态调度能力，支

撑流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水环境

安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水电

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获得批准，

提出藏东南“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

地建设蓝图，苏洼龙、叶巴滩、巴塘等

电站开工建设，拉开了“藏电外送”的

序幕，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等少数民族

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能源转

型发展需要，优化发展黄河上游水电

基地，发挥水电的调节作用，实现水

风光互补，积极探索水电基地向综合

能源基地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在有

序开发西部地区资源集中、环境影响

较小的大型河流、重点河段和重大水

电基地的同时，严格控制中小流域、

中小水电开发，保留流域必要生境，

维护流域生态健康。推动流域综合

监测，为流域综合管理和联合调度奠

定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风能、光

伏等新能源得以快速发展。为适应

新能源上网需要，抽水蓄能的重要地

位得以强化。2014年，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抽

水蓄能电站健康有序发展有关问题

的意见》《关于完善抽水蓄能电站价

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

文件，开展了抽水蓄能电站体制机制

和电价形成机制改革试点工作，促进

了抽水蓄能电站的健康发展，形成了

新一轮的建设高潮。

依托我国水电技术优势，与世界

多国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努

力将水电国际合作打造成为“一带一

路”明星合作领域，成为该阶段水电

发展的新亮点。目前我国已与80多

个国家建立了水电合作关系，在非

洲、美洲和亚洲其他部分国家都留下

了中国水电建设的足迹。号称东南

亚“三峡工程”的马来西亚巴贡水电

站（装机240万千瓦）、被印在几内亚

国家最大面值纸币上的凯乐塔水电

站（装机24万千瓦）、完全由中国投

资建设并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技术

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装机72

万千瓦）、中国企业首次在境外以全

流域整体规划和BOT投资开发的老

挝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总规模

127.2万千瓦）等一大批项目的建设

运行，是中国水电国际合作的缩影。

拥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与国际市场

磨炼经验的中国水电产业,已逐步成

为引领和推动世界水电发展的重大

力量。

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常规水

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1,250万千瓦，

已建常规水电装机技术开发比例为

47.3%，常规水电装机占全国发电总

装机容量的17.6%；2017年我国常

规水电发电量11,945亿千瓦时，占

全国发电量的18.6%，水电装机和发

电量均稳居世界第一，常规水电在建

装机容量5100万千瓦；我国在运28

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2869万

千瓦，在建29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

容量3851万千瓦；我国已建水电总

装机容量34,119万千瓦，占全国发

电总装机容量的19.2%，在建装机容

量8951万千瓦。

辉煌成就

水电开发规模世界第一，不断迈

上新的台阶。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常规水电

装机容量增加2.97亿千瓦，年发电量

增长1.14万亿千瓦时，分别是改革开

放前的20倍和23倍。抽水蓄能电

站从无到有，装机容量增加2866万

千瓦，跃居世界第一。

2004年，以黄河公伯峡水电站1

号机组投产为标志，我国水电装机容

量突破1亿千瓦（包括抽水蓄能电

站，下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10年，随着小湾水电站4号机组

投产，我国水电装机突破2亿千瓦。

2012年，三峡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

投产，建成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和

清洁能源生产基地。2014年底，全

国水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3亿千

瓦，水电年发电量突破1万亿千瓦

时。40年间，我国水电建设实现了

跨越式的发展，为满足我国能源和电

力需求、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筑坝水平名列世界前茅，技术跻

身国际前列。

中国是拥有水坝数量最多的国

家。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建成各

类水坝98,478座。数量之多、规模

之大，名列世界前茅，200米级、300

级高坝等技术指标刷新行业纪录。

目前全世界已建、在建200米及以上

的高坝96座，中国占34座；250米以

上高坝20座，中国占7座。已建的

锦屏一级双曲拱坝（305米）、在建的

双江口心墙堆石坝（314米），位列同

类坝之冠。

改革开放四十年水电建设成就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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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间，常规水电装机容量增加2.97亿千瓦，年发电量增长1.14万亿千瓦时，
分别是改革开放前的20倍和23倍

能源发展编辑部

主任：张 宇

执行主编：田新元

新闻热线：（010）56805160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ceeq66@sina.com
网址：www.nationalee.com

世界第一大水电站——三峡大坝雄姿

宋毓新 摄

汲 取 智 慧
继 续 前 行

□ 郑声安 彭 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开启了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历史征程。这

4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事业波澜壮阔、

成就辉煌！

40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跨

越式发展。装机容量从 1977 年底的

1576 万千瓦增加到 6.5 亿千瓦，年发电

量从517亿千瓦时增加到16,979亿千瓦

时。至 2017 年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容量在全国总装机容量中的占比

达到了 36.6%，年发电量占比达到了

26.5%。其中，水电装机容量（含抽水蓄

能）增加3.25亿千瓦，达3.41亿千瓦，年

发电量增长 11,428 亿千瓦时，达 11,945

亿千瓦时，装机和发电量分别是改革开

放前的 22 倍和 23 倍；新能源并网装机

容量3.09亿千瓦，年发电量约5034亿千

瓦时。中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

容量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40年来，中国水电服务国家发展战

略，坚定践行改革开放，坚持体制机制

创新，不断完善投资和建设管理体系，

产业能力和科技水平快速提升。在提

供优质电力的同时，在河流治理和水资

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西部

大开发、发展区域经济和移民脱贫致富

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水电

筑坝水平和装备制造能力名列世界前

茅，一大批世界巨型水电工程成为世界

水电建设史上的“标杆”，被誉为“大国

重器”。

40 年来，中国新能源通过引进、消

化、吸收、创新，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利用效率不断

提高，利用模式更加多元，逐渐成为引

领中国能源转型变革的主导力量，并有

力助推了全球能源转型，彰显出中国智

慧和大国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绿

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推动高比例非化石能源替代，建设美

丽中国，致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

为新时代可再生能源工作者新的使命。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

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值此承

前启后之际，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

织部分专家，总结梳理了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就和宝贵经

验，并以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

础，对可再生能源未来发展重点和发展

路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形成了系

列文章，希望引起社会及可再生能源领

域各位同仁的思考和共鸣，并以此向中

国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建设者致以崇高

的敬意！

（作者单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

总院）

前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