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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典型生态脆弱区怒江为研究对象, 结合怒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主要社会问题,分

析了怒江水电开发对国家经济、流域经济及产业经济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了怒江水电开发中

的移民问题、区域贫困问题以及水电开发、区域开放度、教育事业发展和 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影

响。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社会经济影响效应较大, 最后指出了水电开发社会经

济影响分析中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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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Nujiang River, a typical ecological vulnerable area, as an ex ample, the effects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n

national economy, watershed economy , and industrial economy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 social problems in this area. Some 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resettlement, regional poverty,

regional open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 a world natural heritage were discuss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Nujiang watershed brings about great positive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for a

certain period. Finally, some issues which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 analysis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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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怒江地区具有物种、生态的多样性和与之相适

应的民族文化多样性, 是现今地球上罕见的保存完

好的大自然博物馆和民族博物馆,但该地区社会经

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脆弱,人地关系十分复杂。怒江

地区水电资源开发条件优越, 在中国能源可持续发

展战略和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中居重要地位。水电资

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对当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影响重大。怒江水电资源的开发对全国影

响较大,在我国水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具有典型

性。目前,怒江水电建设即将开始,在权衡水电开发

可能带来的多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决

定先开发原来提出的 13级方案的一部分, 而这些即

将开发的水电工程有许多问题特别是如何发挥水电

的带动效应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尚

未得到全面系统的分析。本文针对怒江水电资源开

发中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进行研究, 对于正确把握

怒江水电开发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影响, 促进怒江

水电及区域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1 � 怒江水电开发经济影响分析

1�1 � 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全世界在建的水电总装机容量超过

105000MW,亚洲达 84400MW,是水电装机容量最大

的地区。2000 年我国水电开发程度仅占可开发程

度的 19%, 西部地区不足 10%, 低于世界水电平均

开发程度 22%。怒江水电是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

之一,怒江水电的开发在我国能源布局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据国家电力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

院和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预测, 怒江中下游干流

大规模的梯级开发规划在 2015年之后, 2020年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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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是马吉、亚碧罗、赛格、碧江、泸水、岩桑树、六库

7座电站, 2030年前开发其余 6座电站。届时, 年发

电总量可达 1 029�6 亿 kW∀ h, 每年可创造价值

342�3亿元(按电价 0�35元/ kW∀h、有效电量率 90%

计) , 每年至少可增创国民生产总值 5 158亿元(按每

度电创造国民生产总值 5�0元计) ; 东部地区可减少

火电投资 850�7亿元,每年节约标准煤3 705万 t[ 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怒江水电的开发对于解决我

国能源危机,促进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2 � 对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怒江流域 13 个梯级电站的开发总投资为

896�5亿元, 如果 2030年前全部建成,平均每年投入

30多亿元,国家税收年收入增加 51�99亿元, 地方税

收年收入增加 27�18亿元。巨额投资能大幅度促进

就业。据统计,电站建设每投入 20万元就会带来 1

个长期就业机会, 896�5 亿元的总投资共可带来
448 250个长期就业机会。怒江中下游主要属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和保山市, 局部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和临沧市。这里居住着傈僳、怒、独龙、藏、彝、傣、

景颇等少数民族及汉族居民,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社

会贫困面较大。怒江州 42万农业人口中有 22万为

贫困人口,全州 4个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

县。在怒江流域开发水电无疑是振兴民族经济、使

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突破口。同时,怒江的产业结

构水平还比较低,目前缺乏新的产业增长点来带动

怒江产业结构的转变, 怒江水电的开发将带动相关

服务产业的发展,加快怒江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看到怒江水电开发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大推

动作用的同时, 还应注意到怒江水电开发对流域经

济的发展也存在不利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这一地区

经济基础薄弱, 投资环境及区位条件较差,对潜在投

资的吸纳及消化能力较差, 水电集团及相关产业投

资者的介入,造成当地资源外流、当地发展潜力削弱

的可能性较大, 从而使外来投资对怒江流域经济发

展的带动效益不明显。从长远来看,还存在破坏生

态环境的可能, 使怒江的发展前景变得更不明朗。

1�3 � 对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
根据资源状况,怒江州今后主要培育发展的产

业有: #  有色!产业 � � � 开发铅、锌、铜、钨等矿藏资

源,发展有色金属工业; ∃  绿色!产业 � � � 植树造
林,发展林产品加工业; %  白色!产业 � � � 发展大理

石加工业; &畜牧业; ∋旅游业。怒江水电的开发将

会在这些产业已有的发展基础上促进加速发展。对

于 有色!产业, 水电开发可以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及

加工提供廉价的电力供应,降低矿产开采、冶炼及运

输的成本, 为矿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对于 绿色!

产业,可以在以电代薪的基础上,减少生产、生活对林

业的破坏,为 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对于旅游

业, 水电开发一方面可以改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

后、旅游基础设施较差的现状,为旅游业的开发提供

基础, 同时还可以借助大坝的建设营造新的水体景

观,为新的旅游项目的开发创造条件,水电开发还可

以进一步扩大怒江对外的开放程度,提高怒江的知名

度,为开拓怒江旅游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在看到上述有利影响的同时, 还应注意怒江水

电开发对当地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程度负面影

响,主要表现在:电力产业丰富的利润会使众多的市

场资源进入到电力行业, 已有的产业有可能因失去

发展空间而萎缩; 水电项目建设过程中,会破坏原有

的自然景观,对怒江地区的生物物种、生态环境以及

区域旅游人文环境等都有影响, 这些对于怒江旅游

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2 � 怒江水电开发社会影响分析

2�1 � 工程移民问题
大型水利建设项目尤其是大型水库工程的建

设,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影响人们正

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并可能导致一些地区的贫困。

怒江水电建设涉及近 5万移民, 与一般大型水电工

程相比移民数量较少, 但怒江州 98%的土地是高山

峡谷,坡度在 25(以上的占 76�6% , 号称中国 山最

高、谷最深、坡最陡、地最少!的一个州。由于怒江河
谷上部相对河谷坡度更陡, 土壤更瘠薄, 气候更恶

劣,而且环境容量也更为有限。这些移民不可能再

回到生存环境极差的山上,无论是州内外迁还是州外

外迁,都将给迁移地增加新的人口、就业和环境压力。

外迁移民也面临诸多困难。所涉及的移民大部分为

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移民后自我发展能力较差,移民

的经济补偿问题、社会安置问题及相关保障体系建设

等问题都是怒江水电建设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怒江移民工程的开展,会对当地居民产生一系

列的影响,移民不仅会改变当地人口的空间分布结

构,还会因为电力的发展、水库对耕地的占用,使当地

农民不得不放弃土地耕种而从事其他行业以继续维

持生计,这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口的就业结构;

从人口的民族构成来看,怒江地区原有各民族分布存

在相对地域界线,水电移民的开展会改变原有各少数

民族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民族分布格局。

2�2 � 区域贫困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 生活在怒江流域的各族人民生

活贫困,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解决怒江流域贫困地区

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当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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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从已有水电开发实例来看, 存在由于水电开发

对移民和当地社区的补偿不足导致一部分人贫困

化、边缘化的问题,如与怒江毗邻的澜沧江漫湾电站

在1996年竣工后致使众多移民丧失了河谷坝区最

富饶肥沃的良田,而就地后靠陡坡开垦的耕地不仅

水土流失严重, 而且七八公顷新开垦耕地的收益也

不如被淹掉的一公顷水田的收益。补偿的严重不足

造成移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其中离坝址最近的田

坝村村民由于彻底丧失了生产资料而无法谋生, 青

壮劳力只好外出打工, 而妇女儿童只能靠拾集发电

厂扔出的垃圾度日[ 2]。当前关于怒江开发的一些争

论,普遍反映出各界人士对水电开发是否能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和解决当地贫困问题的关注, 怒江的贫

困问题与水电开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水电集

团及相关部门在进行水电开发论证时应将是否能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当地民众的贫困问题作为开

发的必要理由之一。

2�3 � 对区域开放度的影响

怒江的贫困落后,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地区的开

放程度较低有关。闭塞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制约了

怒江与外界物质、信息的交流,使这一地区的发展远

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们思想保守、

发展意识不强。怒江水电开发, 首先改善了交通条

件,加强了怒江与外界的联系,为加快外来物资、信

息的流入创造了条件, 这对于改变怒江不利的地理

位置条件和人们的保守意识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

这种变化同时又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

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以文化来看, 目前这里的

民族文化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些表

面上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的文化因素自然流失加

速,一些民族对自己文化的信心降低,民族文化自我

认同淡化。水电开发所引起的区域开放程度越高,

这种影响势必加速,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保留与发展

是不利的。

2�4 � 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

怒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 加之少数民

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差

异以及各村寨之间受山体、河流阻隔等因素, 增加了

居民接受教育的难度, 致使流域内人口文化水平偏

低(见表 1) , 教育、科技水平偏低,文化教育事业发

展滞后。

水利建设项目在促进项目所在地经济发展的同

时,可使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改善, 对减少文

盲、半文盲的比率, 提高中小学普及率, 促进当地文

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水电开发

集团能将当地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其水电开发

社会综合效益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来考虑,这种作

用将会更加明显。

表 1� 怒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省内其他地区比较

地区

人口
平均

受教育
年限/ a

地区

人口
平均

受教育
年限/ a

地区

人口
平均

受教育
年限/ a

地区

人口
平均

受教育
年限/ a

昆明 8�02 楚雄 6�75 西双版纳 6�05 丽江 6�07

曲靖 6�12 红河 5�95 大理 6�74 怒江 4�96

玉溪 6�60 文山 5�83 保山 6�37 迪庆 5�29

昭通 5�24 思茅 5�94 德宏 6�32 临沧 5�86

� � 注:资料来源于云南省第 5次人口普查资料。

2�5 � 对 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影响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位于滇西北怒江、澜

沧江和金沙江并流区域内, 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
里雪山、红山、纳帕海、哈巴雪山、老窝山、老君山和

云岭8个片区。核心区在海拔 2 500 m以上, 缓冲区

在 2000m 以上,怒江流域涉及高黎贡山和白马�梅
里雪山 2个片区。从国家电力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

究院、国家电力公司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所做的怒

江)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报告∗来看, 怒江水电规划

主体工程不在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范围
内[ 3]。但作为遗产核心区存在的外围支持空间,从

长远来看,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遗产核心区存在影

响。另外遗产核心区、缓冲区的划分也只是相对而

言,遗产的划定目的除了有效保护遗产核心区外,通

过核心区的保护带动整个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当

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因此, 在怒江水电

开发时,如何减少其对 三江并流!的影响是需重点
考虑的问题。

怒江流域有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黑

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大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以高

黎贡山为例, 北片贡山县部分仅包括怒江西岸

2 000 m以上部分, 2 000m以下及怒江东岸均在保护

区以外;中片仅包括怒江西岸2500m以上无人居住

区, 2 500 m 以下均在保护区以外, 怒江中游规划的

梯级水电站最高正常蓄水位为1 570m,与保护区北、

中两片范围高差均在 400 m 以上, 下游规划的水电

站最高正常蓄水位为 780 m, 与保护区南片范围高差

在 300m以上
[ 3]
。以上数据说明, 怒江水电站的建

设基本上是在高黎贡山保护区以外, 对保护区的直

接影响较小, 但人类大型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 这种过程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与不确定

性。例如我国西北某地区为了防治风沙建起了层层

的防护林,本想借着这些防护林改善环境,但由于防

护林减小了风速, 使沙子大量沉淀, 泉水干涸,生态

环境反而进一步恶化。这种出自人类良好动机的生

态环境保护行为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下转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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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界掺量时, 其自生体积变形有快速增长的趋势。

当MgO超过安定性合格的临界掺量时, 混凝土的自

生体积变形产生突变,呈急剧增长趋势,这时的自生

体积变形随龄期和 MgO掺量的增加而迅速增大。

其后再增加 MgO掺量时,混凝土的自生体积变形的

增长速率反而相对平缓得多。这个试验说明, 外掺

MgO混凝土的自生体积膨胀变形也会产生急剧增长

和突变现象,这与压蒸试验过程和重烧镁超过某一

掺量时所产生的膨胀现象和规律相同。该研究结果

为在实际工程中确定 MgO 的允许最大极限掺量提

供了试验依据, 从图 3可知,取直线段不仅是最安全

的,而且还留有一定安全富余度。另外,也证明了过

去将MgO的最大压蒸极限掺量再考虑乘以一个小

于1的折减安全系数的做法既合理又正确, 符合客

观实际。

5 � 结 � 语

高掺MgO水泥净浆和砂浆的压蒸安定性和体

积变形以及混凝土的自生体积变形试验证明: 压蒸

安定性合格试验标准、最大压蒸极限掺量、压蒸试验

变化过程及超掺 MgO 时的突变现象等与水泥净浆

和砂浆的体积变形及混凝土自生体积变形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存在相同的直线变化

过程和相类似的急剧变化规律。这为完善发展MgO

混凝土筑坝技术以及确定 MgO的允许最大极限掺

量提供了试验依据, 同时验证了压蒸安定性试验方

法的可靠实用性和科学合理性,并为外掺MgO技术

制定新压蒸法既创造了条件,又提供了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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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带来更坏的环境影响,这也提示人们,对于自然

生态环境的保护应遵循自然的法则,采取科学合理

的行为,这是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关键所在。

3 � 结 � 语

怒江地区生态环境较脆弱,水电开发可能对经

济、社会、生态影响较大,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是怒江水电开发的关键。从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社会

经济影响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 区域水电开发的社

会经济影响涉及诸多方面,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应该

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a. 水电开发影响的尺度问题。选取不同的尺

度,水电开发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是不一

样的。从怒江水电开发在不同尺度范围内的影响来

看,其对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及流域层面的影响正面

效应较大, 从时间角度考虑在一定的时期内其对社

会经济影响的正面效应也较高。

b. 水电开发的社会经济影响需全面加以考虑。

只分析怒江水电开发的社会经济影响, 得出的正面

效应较高,而如果考虑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开发的综

合效应需进一步界定。因此,对于水电开发影响的

研究应在分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加强不同系统的综

合研究,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注重水电开发对不同

系统影响之间的耦合机制研究。

c. 在全面系统考虑水电开发区域影响的前提

下,应对系统中关键影响因子进行重点评价研究。

怒江水电开发引发诸多争议, 其对 三江并流!世界

遗产地的影响是其评价影响的关键因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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