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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水电开发的启迪 

中国能源网 水博 [中国水力发电学会] 2007-09-06 

  为了深入了解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中国
大坝委员会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科普联盟，于2007年8月中旬组织了一次对世界上
水电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挪威的实地考察。以全面地了解水电开发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实际作用。本文现将有关情况和收获体会介绍如下： 

  挪威的领土面积为3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4万的小国家。由于坐落在纬度较高
的北欧，挪威的气候偏冷。每年温度在零度以下的冬季长达4-6个月，夏季平均温度
也只有15-25摄氏度。尽管如此，挪威的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河流湖泊纵横，但降
雨时空分布十分不均，年降雨量从东部400毫米到西部4000毫米不等。 

  挪威的水能资源的利用历史悠久。一百多年前，当地以一头羊的价格就可以买
一条瀑布开发水电。1890年以前，挪威对河流水能资源的利用主要局限在水车动力
锯木，磨磨，顺水漂流木材和船运等等。真正开始把水能资源用于发电是在1885-
1945年间，当时的水电主要用于城镇和乡村的照明和取代水车的农业灌溉、化工、
造纸、机械制造等行业。早在1906年，挪威就建立了最早期的有关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法律法规。1945年以后，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挪威走上了工业振兴国家的
道路，能源、电力需求开始持续攀升。丰富的水能资源随之得到重视，水电以其清
洁、廉价的优势到了迅猛发展。 

  尽管水电为挪威提供了充足的清洁的电力，不仅为挪威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
贡献，而且，相对于燃烧化石能源，利用清洁的水电在挪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
效的保护了挪威的生态环境。但是，与全世界对水电开发的认识的反复过程一样，
到了20世纪60年代，富裕起来的挪威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水电站也会对环境产生一
定的影响，国内也多次爆发过反对水电站建设的示威游行。 

  为了使公众能够正确的理解和支持水电开发，挪威政府相关部门在强调对公众
的宣传教育的同时，特别注重水资源开发过程中听取公众的意见，并通过制定一系
列的法律保证公众参与水资源开发管理的权利。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水资源开发管
理部门，保证在审批新建水电站时照顾到公众的意愿和移民的利益。1969年，公众
参与机制正式开始引入水电开发的审批环节。从那时起，政府部门要批准任何新的
水电站建设，必须要有利益相关的公众团体被邀请参与新建水电站的评估。到1984
年，随着国内能源需求增速的降低，挪威政府为进一步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处
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划定自然生态保护区政策，制定对剩余水能资源的
控制开发政策。用法律明确规定哪些资源是可以开发的，哪些保护区内是不可以开
发的。目前挪威已开发的水能资源占总量的62%，剩余的大约37%资源中，大约有25%
是位于保护区内是不得开发的。政府明确了新水电项目的开发将主要取决于电站的
经济性、环境的容量和公众的接受程度等。 

  目前，挪威的水电年发电量已达1180亿千瓦时，全国电力供应99.8%来自于水力
发电，是世界上水电比重最高的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风力发电和热力机组。
清洁的水电对挪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人风趣
的说，如果全世界都能像挪威人民一样，坚持首先开发利用清洁的可持续的水电能
源，根本就不会有现在的全球温室气体过量排放的威胁了。 



中国投资报告2006 

    中国能源网论文库是中国最大

的能源专业论文库，现收集论文 

几千 篇，涉及到能源政策、环境

保护、电力工业、热电冷联供、

燃汽轮机、石油天然气、节能与

新能源、循环流化床等多个方

面。  

    敬侯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

贵意见。  

    希望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可

以免费为作者建立个人主页 。  

版权声明 

  从挪威的现状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任何人类文明活动必然都会对自然生
态环境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相对于其它各种能源开发利用方式，我们不能
不承认；合理的、尽可能的开发利用水电是最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方式。对比挪
威，有人给我国的能源算过一笔账。我国的水能资源可开发利用的总量大约相当于
每年十亿吨原煤。假设从水电技术比较成熟的20世纪初起计算，中国由于水能资源
未能被利用而流失掉的能源总量，远远大于我们同期煤炭的实际开采总量。也就是
说，理论上我们也应该存在着像挪威一样，几乎不需要开采任何煤炭资源就能发展
到今天的水平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至今我国还有80%的水能资源白白的流逝着，而同时为了满足经济发
展的需要，我们还不得不以每年几十亿吨的速度，过量地开采、燃烧着日益减少的
煤炭资源。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来自“大型水电开发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这样一
个认识误区。实际上，相对于充分开发利用水电的挪威的山清水秀，我们国家由于
煤炭的过量开采、燃烧所造成的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现状，不能不引起我
们在水电开发利用问题上的反思。 

  正如前水利部汪恕诚部长所总结的，我国的水电开发之所以长期发展不足，主
要是由于经历了技术制约、资金制约、和环境制约这样几个不同的阶段。目前我国
的水电开发阻力主要来自环境的制约。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制约水电开发的这种
规律也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如此，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很多国家的水电开发
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即：资源制约阶段。这也就水电开发的最后极限。在水电
开发所有的制约条件中，只有资源的制约是不可逾越的。对于还处在技术制约、资
金制约、环境制约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庆幸，水电开发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机遇
与挑战同在。而且，眼前的制约条件也可以转化为动力。 

  对于我国大多数水电工作者，很多人都不会忘记我们长期受到资金制约的一些
经历。记得改革开放进行多年，我国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之后，我国的水电
开发投资还是严重的不足。就在进入了21世纪之后，我们很多水电人还在为龙滩工
程的投资担心。然而，电力体制改革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之后，情况却发生了我们
意想不到的根本变化。大量的社会资本涌向水电，水电开发在一夜之间从无人问津
发展成为“跑马圈河”。这充分说明，只要政策对路，方法得当资金的制约的矛
盾，不仅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还可以迅速的由资金制约转变成资金激励（投资驱
动）。 

  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对于水电开发来说除了资源枯竭的制约是不可逾越的之
外，任何制约都是可以转化的。不管眼前的困难有多么可怕，都不会是不可逾越的
障碍。目前，我们的水电开发正在经历严重的环境制约。怒江、金沙江上的一些很
好的水能资源亟待开发，却都受阻于环境问题的争议。这种环境的制约已经对我们
国家的水电开发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仅怒江、虎跳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推迟，就
相当于我们国家每年白白顺损失掉上亿吨原煤。然而，我们认为，从水电开发本身
的重要生态环境作用来看，只要政策对路、方法得当，对我国水电开发的环境的制
约也是完全可能转化为环境激励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国的水资源问题突出，一方面洪涝灾害频发，同时
水资源严重匮乏干旱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矛盾造成
的。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人类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矛盾的最有效手段就蓄
水、调水。水电尤其是大型水电站几乎都是各国蓄水工程的骨干。因此，从根本解
决我国水资源根本矛盾的迫切性上来看，大型水电的开发绝对应该受到激励。 

  其次，温室气体排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
迅速增长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过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着
巨大的国际压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当前正在竭尽全力挖掘潜力，节能减
排。水电是目前效率最高、作用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水电开发尤其是效率高的大型
水电，特别应该受到鼓励和优先发展。尽管在这方面社会各界还存在着一定的认识
误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水电是我国最大的能源优势，目前我国的水能资源至少
还有每年6亿吨原煤的节能潜力。 

  众所周知，尽可能的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
手段。而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能资源已经开发殆尽，它们宣传和倡导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一般只能是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而事实上现阶段世界上最大量、最
实用、最经济、最有效的可再生能源仍然还是水电。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水电
比重仍然相当高(例如像挪威)，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年至少1/6的电力是由水电提供
的。也就是说在发电领域内，水电所发挥的可再生能源实际作用，要比其它新型可



再生能源的总和高出十几倍。因此，相对于其它可再生能源在成本、技术和能量密
度上的诸多问题，我们决不应该过多地受到发达国家根据自身需要所进行的一些宣
传的影响，忽视水电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实际龙头地位。 

  必须认识到，对于中国和广大水电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开发水电就是最高效的应用可再生能源方式，也就是最有效的节能减排。就目前的
现状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国家大力的开发水电资源，其产生的
实际节能减排作用，绝对能超过目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所开发的全部的风能、太
阳能发电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甚至我们的很
多正式颁布节能减排文件，在说到节能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时候，只会模仿发
达国家的口气强调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而忽略了我们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优势-
--大型水电。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些年世界上过多的对大型水电环境影响的负面宣传。
很多人固执的认为大型水电一定会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我们有必要指出，这种说
法是极不全面的，是非常错误的。应该承认，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文明活动不会对生
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大型水电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客观的全面地分析，我们不
难发现相对于开矿山、种粮食、修公路、建城市、发展工业等等各种人类文明活动
来说，建造水库所产生的湿地作用绝不会比其它任何一种文明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
更差。 

  当然，水电开发和任何人类文明活动一样，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开发，不仅会破
坏生态环境，而且，还会遭到自然界的强烈报复。例如，我国的三门峡水库初期建
成后根本就不能运行，必须进行改造后才能得以应用。除此之外，目前社会上很多
对大型水电种种的负面作用宣传，很多都是夸大的、片面的、误导公众的。曾经在
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以至于让世界银行停止了对全球大型水电的贷款，让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专门成立一个机构为其推广《水坝发展决策框架》的世界水坝委员会，
所做出的所谓“大坝调查”，也最终被指出是不够全面、不够真实的。有兴趣的同
志可参阅《北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相关评论文章，了解
有关水坝评价问题具体的细节[1]。最终，不仅世界银行已经恢复了对世界各国的大
型水电的贷款、联合国也采取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开发水电的态度。此外，在《北
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发表的“北京宣言”中还明确指出；各国水
电开发的环境标准，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择善而从地遵守各自国家的法
律，不需要遵守什么全世界统一的《发展框架》。因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社会形态千差万别，任何想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约束具体发展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其结果必然只能是不能发展。这样的最终结果只会加剧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 

  从水电开发的实际效果来看结论也是一样。我们这次去考察的挪威是世界上水
电利用比例最高的国家，而且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此外，
南部欧洲的法国早就取消了煤炭开挖，主要依靠水电和核电支撑经济发展；德国也
宣布即将关闭所有的煤矿。所有这些生态保护措施，都离不开它们对大型水电的充
分开发利用。总之，不管是在挪威、在欧洲还是在北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都和其生态环境成正比。水电开发程度越高、
生态环境越好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 

  正如在交流中挪威同行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的任务首先在于宣传教
育公众。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使其正确认识到水电开发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
意义和重要性。中国的水电开发要想实现从环境制约导环境激励的转变，也急需解
决好水电开发公众认识、公众参与问题。目前我国的水电开发程序，缺乏合理的公
众参与机制，从而给国内外的一些环境、政治投机分子、组织，留下了一系列可乘
之机。由于公众对水电的理解程度不够，不少人利用国际上对水坝的认识曾经历过
的反复，通过误导甚至造谣、煽动，把反对水电开发当成哗众取宠或个人名利的机
会，还有的把反水坝当成反政府、甚至反华的舞台。 

  相对于挪威对水电开发的公众理解、公众支持、公众参与、公众受益的良性循
环，在水电开发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宣传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工作要做。因
为，中国水电开发所面临的环境制约的根本因素，实际上不是在于项目对环境的实
际影响，而似乎主要是在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我们解决好水电开发的公众理
解、公众支持、公众参与、公众受益的问题，所谓环境制约立刻就会变成一种环境
激励。如果那样用不了多久，事实将会向世人证明，大力开发水能资源、提高水电
能源的应用比重，是目前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最有效的措施。根据中国的资源现
状，中国实现节能20%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水电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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