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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既是水能宝库，又是黄金航道，这注定了它要被适度开发，更

要被大力保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治理长江的过程，

也记录了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和产业变迁。

1983年，纪录片《话说长江》

在央视播出，以25集的大体量展现长

江的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在当时

引发了收视狂潮。如今在视频网站再

看这部纪录片，会看到不少网友在弹

幕留言“这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

啊”。

2016年，电影《长江图》上映，

主人公高淳乘坐“广德号”货轮在长江

漫游，途经上海、江阴、荻港、鄂州、

宜昌等地，入夜，两岸万家灯火。

两部影像间隔30余年，画面里

的长江也发生了变化，中游多了一道

三峡大坝，沿岸的城市生活更加现代

化。在时间面前，我们看到了人的力

量。

站在2022年，长江中下游干流水

位较历史同期大幅偏低，沿江多地出

现不同程度的旱情，四川、重庆的电

力供给一度告急。在罕见灾情面前，

我们也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

性。

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全长

6397千米，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千

米，这注定了长江的不平凡，注定了

它要被适度开发，更要被大力保护。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治理

长江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国的制造业

升级和产业变迁。

水能宝库上的制造升级
长江流域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

3亿千瓦，约占全国总量的40%，是

一个水能宝库，是中国水电开发的主

要基地。中国水电站的建设之路也见

证了水电重大装备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创造”的自主创新之路。

葛洲坝水电站是长江上的第一座

大型水电站，于20世纪70年代动工，

在当时的形势下水电站采取的是边勘

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工程因

各种原因也有过中断，最终于1988年

全部建设完工。曲折的建设过程为后

来中国建设更大规模的水电站提供了

宝贵经验。

如今，溯江而上，三峡、向家

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五座巨

型梯级水电站赫然位列世界前十二大

水电站榜单。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乌东德工程建设部主任杨宗立骄傲地

对媒体说：“从三峡的（单台）7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到向家坝

的80万千瓦；从乌东德的85万千瓦，

长江“亲历”的开发与保护
文／本刊记者   张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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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白鹤滩的100万千瓦，这几座超级

水电站，见证了中国水电机组的升级

之路。”从7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不

仅仅是数量的提升，更是中国水电建

设从引进技术到核心技术国产化的标

志性跨越。

不仅水电机组的功率在变大，水

电站的设计也融入了更多生态环保的

考虑。

比如，乌东德水电站在建造过

程中就分期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工

程，集运鱼系统就是其一。它是乌东

德水电站重要的鱼类保护工程，据了

解，这些鱼类将在全程监控的状态

下，经过体检、暂养和转运，最终被

放流至乌东德库区合适江段。形象地

说，就是让鱼儿“坐着电梯”到新

家。

今天，中国已经实现了水电装

备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知识产

权和重要原材料的国产化，实现了由

“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

越。

长江流域水电站的开发是与流域

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的，从东向西，

由下至上。早期长江下游东部地区经

济发达，用电需求较大，而水电站建

设技术要求高、耗资巨大。结合当时

的技术条件，水电站选址多在长江中

部地区，这样既能向东部地区送电，

又能提振中部经济。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在建大中

型水电站近400座，总装机容量约2.3

亿千瓦，已建大型水库300余座，总调

节库容1800亿余立方米。

随着技术的成熟和经济实力的

发展，水电开发也在沿江而上。国家

能源局已开始提前谋划“十四五”中

后期电力保供措施，其中就包括推动

金沙江上中游河段水电项目的开工。

金沙江上游水能丰富，工程建设条件

差，这一河段水电项目的开工又将是

中国水电装备制造技术的证明。

黄金水道上的产业变迁
长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

的黄金水道，长江通道是我国国土空

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

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凭借这条黄金水道的便利，一批

批制造业聚集长江沿岸，造就了沿岸

省份经济发展的奇迹，却也带来了生

态问题，比如“化工围江”现象。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

院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李平告诉

《能源评论》：“长江作为一条水运

通道，交通便利，很多化工企业、高

耗能企业都会将厂址选在长江附近，

这样原材料和成品进出都比较方便。

从能源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变

迁，化工企业转型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现象。”

2014年，“依托黄金水道，建设

长江经济带”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战略。2016年1月

5日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

带发展立下规矩、画定红线。

一系列保护长江的措施迅速实

施。

小水电站陆续关停退出。长江经



28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济带11个省市除上海之外有2.5万多

座小水电站，其中有的违规建设、过

度开发，致使河段脱流甚至干涸，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2018年年底，水利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开启长江经济带小

水电整治。赤水河作为长江上游一级

支流，全流域共计有小水电站373座，

截至2022年6月底，赤水河全流域共拆

除退出197座小水电站，占应退出总数

的54%，其中，云南省已于2020年年

底全面完成了赤水河流域17座小水电

站拆除退出任务。

不达标的化工企业被关闭退出。

曾深陷“化工围江”困扰的江苏，十

年来依法依规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5.7万家，关闭退出安全环保不达标、

低端低效的化工生产企业4739家，全

省七大高耗能行业规模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由2012年的33.5%下降至2021年的

29.3%。以南通海门临江新区为例，它

推翻了最初的化工聚集区规划，变身

“科技小镇”，引来基因测序、药物研

发等各类企业过百家入驻。

在电能替代的趋势下，航运上的

用能方式也在发生变化。2018年，交

通运输部明确提出，要“加快研究纯

电动货船，实现电动货船靠泊接用岸

电并进行充电”。2021年7月，《关于

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

岸电的通知》提出，力争到2025年年

底前，基本实现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港

使用岸电常态化。

葛洲坝水电站

电站总装机容量 271.5 万千瓦。葛洲坝水

利枢纽工程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长江

上的第一个水利枢纽工程。

向家坝水电站

共有 8 台单机容量为 80 万千瓦的混流式水

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640 万千瓦。

三峡水电站

共有 32 台 70 万千瓦和 2 台 5 万千瓦的水

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2250 万千瓦，是

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

长江干流上的六座梯级水电站

守护大江大河·长江Articles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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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充分发挥上海国际大都市龙头作用，提升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区国际化水平，以建设世界

级城市群为目标，在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加快

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长江中游城市群

增强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市功能，促进三大城市组团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

作、城市互动合作，加强湖泊、湿地和耕地保护，提升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

成渝城市群

提升重庆、成都中心城市功能和国际化水平，发挥双引擎带动和支撑作用，推进资源整合与

一体发展，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一系列举措带来生态和经济方面

的可喜的变化：截至2021年年底，

长江经济带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2.8%，较2015年上升25.8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长江

经济带11省市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

46.6%，较2015年提高1.5个百分点。

曾经，提到沿江产业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重化工；如今，电子信息、新能

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崛起，正在打破

人们对沿江经济的这种刻板印象。

展望未来，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副理事长王业强在接受《能源评论》

采访时指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内涵丰富，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

面，它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

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创新”意味

着产业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协调”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

能源资源优化、污染物防控方面实现

联动；“绿色”意味着在产业结构调

整的同时更要解决能源转型问题，在

用能方式上逐渐提高清洁能源占比；

“开放”意味着要在全球产业链价值

链视角下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发展；“共享”

意味着要发挥沿江城市的辐射能力。

我们能在长江的激流险滩中建成

一座座巨型水电站，我们也有信心使

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

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溪洛渡水电站

共安装 18 台单机容量 77 万千瓦的水轮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386 万千瓦，是世界

首座千万千瓦级高拱坝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

拥有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单

机容量居世界第一，左右岸共安装有 16 台，

均为我国自主研制。

乌东德水电站

共有 12 台单机容量 85 万千瓦的水轮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工建设并投产的首个

千万千瓦级巨型水电站。

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

长江三峡巫峡山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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