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 

张序1 

【摘要】:分析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给四川经济造成的损失和四川经济的受益。重点分

析计算了四川水电产业蒙受的损失,得出了四川失大于得的结论,并提出了由国家对调水区损失作出合理补偿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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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水利部审定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纲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从雅砻江、大渡河、通天河每年调水170亿m3,工程分为3

期。 

第一期(2020年完成):总共调水40亿m
3
。自雅砻江支流达曲开始调水,建阿安引水枢纽(位于四川甘孜县),引水7亿m3,通过输

水隧洞穿过分水岭到雅砻江另一支流泥曲;建仁达引水枢纽(位于四川甘孜县),引水8亿m3,再通过输水隧洞穿过雅砻江与大渡河

的分水岭到大渡河支流杜柯河;其间在隧洞从杜柯河支流色曲之下穿过时,将色曲河底凿穿引水,建洛若引水枢纽(位于四川色达

县),引水1.5亿m
3
;在杜柯河上建上杜柯引水枢纽(位于四川壤塘县),引水10亿m3,再通过输水隧洞穿过分水岭到大渡河正源麻尔

曲,建亚尔堂引水枢纽(位于青海省班玛县),引水10亿m3;再通过输水隧洞穿过分水岭到大渡河另一支流阿柯河,建克柯引水枢纽

(位于四川阿坝县),引水3.5亿m3,再通过输水隧洞穿过大渡河与黄河的分水岭到黄河支流贾曲;在贾曲隧洞出口后,沿贾曲左岸

开挖明渠,在甘肃省玛曲县境内输水人黄河。 

第二期(2030年完成):总共调水50亿m
3
。在雅鲁江干流建阿达引水枢纽(位于四川甘孜县),开凿隧洞通过雅砻江干流和支流达

曲的分水岭,输水到达曲阿安枢纽,然后沿第一期工程线路人黄。 

第三期(2050年完成):总共调水80亿m
3
。在通天河干流建侧仿引水枢纽(位于青海省玉树县),自侧仿水库引水,过歇武沟沿通

天河及其以下的金沙江左岸开凿隧洞,到邓柯附近穿越金沙江与雅砻江分水岭到雅砻江浪多,顺河道而下进人雅砻江的阿达水库,

再由阿安沿第一期工程线路人黄。 

按2000年第一季度价格水平,第一期工程静态投资为469亿元,第二期工程为641亿元,第三期工程为1930亿元,三期工程共

3040亿元。 

西线工程建设地在四川、青海、甘肃三省,其中80%以上的施工在四川境内。在调水的8条河流中,有7条为四川的内河(达曲、

泥曲、色曲、杜柯河、阿柯河、大渡河、雅砻江),一条流经四川且为四川与青、藏、滇的界河(金沙江)。仅从这7条四川河流调

走的水每年就有90亿m3。因此,受西线工程影响的主要就是四川。 

1 四川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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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电损失 

西线工程将给四川境内的达曲、泥曲、鲜水河、色曲、杜柯河、阿柯河、雅砻江、麻尔曲、脚木足河、大金川、大渡河、

峨江、金沙江上的80多个已建、在建和规划水电站带来巨大损失。 

按照调水工程取水口以下河段为水能资源受负面影响主要河段(库区回水也会使上游较近的一些水能开发点被淹)的原则,

西线工程从雅砻江、大渡河和通天河调水,由于雅砻江纵贯川西,在攀枝花汇人金沙江;大渡河斜贯四川,在乐山汇入崛江,崛江又

在宜宾汇人长江;而通天河的下游—金沙江是四川与青海、西藏和云南的界河,并有攀枝花一段和宜宾至沪州一段在四川境内,德

钦至华坪和永仁一段在云南,沪州以下为流经重庆的川江和流经湖北的荆江。因此,西线工程对下游河段水能资源的影响涉及的

省区主要有川、藏、滇、渝、鄂。但受主要影响的是四川。四川水能资源受西线工程影响的江河河段有:达曲阿安以下至炉霍县

城;泥曲仁达以下至炉霍县城;鲜水河炉霍县城以下至河口(雅江);色曲洛若以下至河口(色达与壤塘边界);杜柯河上杜柯以下至

河口(金川县与马尔康县边界);阿柯河克柯以下至河口(阿坝县)雅砻江干流阿达以下至河口(攀枝花);大渡河干流四川境内全程

(含麻尔曲、脚木足河、大金川);山民江干流乐山至河口(宜宾);金沙江德格至得荣段、攀枝花段和宜宾至沪州段。 

水能资源损失是西线工程给四川造成的最大损失,具体受损的已建、在建和规划水电站有78个。 

大渡河干流全部2个梯级:下尔呷、巴拉、达维、卜寺沟、双江口、金川、巴底、丹巴、猴子岩、长河坝、黄金坪、沪定、

硬梁包、大岗山、龙头石、老鹰岩、瀑布沟、深溪沟、枕头坝、沙坪、龚嘴、铜街子。 

雅砻江干流21个梯级中的19个:热巴、阿达、格尼、通哈、英达、新龙、共科、龚坝沟、两河口、牙根、蒙古山、大空、杨

房沟、卡拉乡、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二滩、桐子林。 

岷江干流下游4个梯级:板桥溪、沙咀、龙溪口、偏窗子。 

金沙江干流上游川藏段的8个梯级:东就拉、晒拉、俄南、白立、降曲河口、巴塘、王大龙、日免。 

金沙江干流中下游川滇段的5个梯级:观音岩、乌东德、白鹤滩、溪落渡、向家坝。 

金沙江干流下游沪州境内的1个梯级:石硼。 

达曲全部9个梯级:唐克拉坝、然充寺、觉悟寺、哈拉、东谷、新洁、若马岗、瓦角、炉霍。 

泥曲全部9个梯级:色拉、当卡、则罗、古则沟、苍古、修果寺、关门梁子、仲达、刺拉寨。 

鲜水河1个梯级:木茹沟。 

调水的大渡河支流杜柯河、阿柯河由于技术原因尚未进行水电梯级规划。这两条河流调水后的损失目前还无法计算。 

如果按照“界河上的水能资源及其税收收益由界河两边政府各占一半”的原则,则西线工程西藏的水能损失也就在上述的金

沙江川藏段8个梯级上;而云南的损失除在上述金沙江川滇段的5个梯级上外,另有金沙江干流中游云南段的8个梯级(拖顶、上虎

跳、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至于青海,虽有大渡河干流麻尔曲在其境内一段受影响,但由于麻尔曲是

流人四川,从筑坝引水地“亚尔堂”流到川青边界仅有40多km。同理,通天河从筑坝引水地“侧坊”流至川青边界也仅有30多km,

加上作为川青界河的一段也不过80多krn,更重要的是,青海境内的这两个河段都没有建水电站的条件和规划,所以青海河段在西



 

线工程中是没有损失的。总的来说,青海和其他西北省区一样是西线工程的净受益区。至于重庆、湖北,虽有朱扬溪、小南海、

三峡、葛洲坝等梯级受影响,但程度很小。 

根据最新规划,大渡河干流为2级开发,包括龚嘴、铜街子两个已建成的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2340万kw,年发电量1308亿度;

雅砻江为21级开发,包括已建成的二滩电站,装机容量2856万kw,年发电量1516亿度;金沙江四川部分为13级开发,以界河按一半

计算,装机容量2758万kw,年发电量1305亿度;达曲9级开发,装机容量14.45万kw,年发电量10.01亿度;泥曲装机容量25.4万kw,年

发电量17.38亿度;鲜水河木茹沟电站装机容量巧万kw,年发电量10.2亿度。 

南水北调西线方案即将从通天河末端、金沙江起始处调水80亿砰,从雅砻江及两条支流调水65亿m3,从大渡河3条支流调水25

亿m3。调水占引水坝址处河川径流量的“%~70写,也就是说,调水后蘇哣T引水坝址下游河道的水量只有原水量的30纬一35%。这

对3条江河下游各梯级水电站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根据各种数据资料初步推算,估计金沙江干流四川段

将减少发电量235亿kw·h/a(界河按一半计算);雅砻江干流将减少发电量330亿kw·h/a;大渡河干流将减少发电量112亿kw·ha/;

达曲将减少发电量5kw·h/a;泥曲将减少发电量9kw·h/a;鲜水河木茹沟电站将减少发电量skw·h/a;山民江干流下游四个梯级的

损失与雅砻江上游调水口以上两个梯级(温波寺、仁青里)的水能增加量大致相当,两者可以相抵。这样,6条江河共将损失发电量

696亿kw·ha/,占四川可开发年发电量的60。亿kw·h的n.6%。如果对杜柯河、阿柯河进行计算,则总损失还要增加。 

当然,由于规划的水电站和西线工程是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建成投产的,因此发电损失是逐年增加的,但我们在分析时可以

假设它每年是平均的。 

1.1.1 收益损失我国的大江大河开发权的授予由国家决定,获得者都是国有大水力电力企业。目前“跑马圈河”的结果,中

央政府将大渡河的开发权授予国电大渡河公司,将雅砻江的开发权授予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将崛江的开发权授予华能集团,将金

沙江的开发权授予三峡集团。这一格局在较长时期一般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些公司为专门开发某一流域、某一河流(河段)或某

一具体水电站而设立的子公司的资本结构中,一般都有其开发江河所在地区地方政府的股份,也就是说,四川省的地方国有资本

在这几家垄断四川江河的企业中都存在,比例一般没有超过50%。由此可见,西线工程对四川水电带来的损失,包括有四川地方国

有资本的收益损失。具体损失要视四川投资额(特别是未来投资额)的多少而确定。 

1.1.2 GDP和税收损失由于水电站位于四川境内,其产值纳人四川的GDP总量之内,水电产业是四川的支柱产业。因此,西线工

程给四川水电造成的损失将会影响四川21世纪20年代GDp比200年翻两番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困难。每年损失发电量696亿kw·h,

按目前平均上网电价0.25元/度计算,则每年GDP损失174亿元。其中二滩电站年损失电量21.37亿kw·h,合人民币7.45亿元;龚嘴

和铜街子两电站每年损失电量3.5亿kw·h,合人民币1.2亿元。 

还有便是地方税收的损失。目前我国水电企业没有被征收资源调节税,这对水资源调出区的四川是十分不公平的,因为资源

税属于地方税收。水电企业目前实行的是17%的增值税,水电企业由于行业特殊性,增值税的进项抵扣很少,存在没有抵扣的”隐

形进项税”,实际税负为16%左右。按规定,增值税地方政府只能分享25%。由此计算: 

174X16%X25%=6.96亿元 

就是说,四川的地方税收按目前的不变价每年将损失6.96亿元。 

1.1.3 水电消费损失四川是调水江河梯级电站的主要用电户,在满足四川同等用电要求的条件下,水电装机和发电量的减少

将迫使四川增加系统火电装机,增加系统的投资及运行费。据估算,仅雅砻江调水65亿m3,就使火电投资费用增加了19.21亿元(贴

现到2006年初),若将增加的投资费用折算2030年年末,则为208亿元。调水后,仅2030年多支付的运行费即达9.75亿元。由于火电

需要煤炭,这对于既缺煤铁路运力又有限的四川省来说,无疑将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如果要建核电站,则困难更大。 



 

1.2 航运损失 

受调水影响的河段范围内目前用于航运的河道有雅砻江、大渡河、峨江、金沙江、长江上游干流等,总计通航里程1652.5k111,

其中全年通航1314km,季节性通航338.5km。据分析,到2030年大渡河干流随着梯级电站的相继建成,沙湾以下航道可全年通航,通

航标准为四级。金沙江航道到2030年要求大兴至新市镇达到五级航道标准;新市镇至水富达到四级航道标准;水富至宜宾达到三

级航道标准,2030年将通航河道向上延伸.最终延伸到攀枝花。据分析,调水后,金沙江大兴一水富、大渡河沙湾一乐山、眠江乐

山一宜宾河段的航运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其中,水富一宜宾河段每年的通航时间将减少10余天。 

1.3 用水损失 

对下游工农业和生活用水的影响,从目前看还不是很大,但由于森林砍伐、植被减少、气候变暖、冰川退缩、降雨减少等因

素,调水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正在恶化,江河径流量已经持续减少,随着四川藏区旅游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几十年内对淡水的需求

肯定会激增,并一直保持较高的需求增长。西线工程在设计调水量时仅考虑了下游当前和今后较短一段时间内的用水需求,却没

有考虑调水江河径流量由于生态环境形成的减少趋势。因此,长远看调水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必将出现并越来越严重,损失越来越

大,这必将影响四川经济的发展。眠江担负着为四川最富庶的川西平原提供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的重任,但由于川西平原用水

量急剧上升。而崛江来水量由于森林植被破坏却不断减少,矛盾越来越突出,笔者认为长远看有建设省内调水工程的必要。最可

行的是将大渡河上游水系调人眠江上游水系。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走大量大渡河上游水量,使这一川内调水工程实现的可能性

减小。 

1.4 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从自然条件来看,该地区海拔较高,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气温低,温度年

变化小旧变化大;气候干燥且多大风,干早河谷众多;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干湿季节分明,干季长达半年以上,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

的3一6倍。这里既是新构造运动强烈、地质环境极不稳定的高山峡谷,地震、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水土流

失严重,江河泥沙含量大,又是我国仅存的原始森林主要分布区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突出的地区,同时又是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和生态功能区。它的地质条件和生态系统均十分脆弱,并在近50a里受到过严重破坏,至今还未完全结束。自然条件决定了这里的

生态破坏恢复极难,需要大量的人力、昂贵的金钱和漫长的时间。有的破坏根本就无法恢复。 

调水使坝下游很长一段河道水量大减、水位剧降,下游周围区域地下水补给将受到影响,地下水位将下降。枢纽以下数十公

里河道成为干沟和荒滩,河道因而出现沙化和荒漠化。调水河流地区处于长江源头地区,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鱼类资源。调水

使水库坝下10一50km河段水量明显减少达三分之二,水深变浅、流速减缓,水生生物栖息环境缩小,使上述河段水生生物种群缩小,

水体生产力下降,鱼类区系组成、种群结构等都有可能随之受到影响。河水的剧减影响自然风貌,严重降低景观价值,使旅游开发

蒙受损失。 

工程实施后,施工人群的到来及施工爆破、开挖等一系列施工活动将迫使野生动物迁徙至远离施工活动范围以外区域,库区

水面升高后,可能会阻断区域内陆生动物的自然迁徙及觅食路线,导致陆生动物区系组成、种群结构及资源量的改变。 

水库、输水工程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将产生大量的弃渣、弃土,扰动原地貌,破坏原生植被,甚至使局部地区成为裸露地,引起

新增水土流失。调水工程的实施将改变调水区地质环境固有的平衡状态,可能诱发许多新的环境地质问题,如水库诱发地震问题、

库岸稳定问题、冻土及冻害问题等。输水线路区有岩屑坡、泥石流、热融洼地、滑坍、冻土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工程施工会加

速它们的发展,影响地面工程的稳定性。 

水库、输水工程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破坏原生植被,甚至使局部地区成为裸露地,引起新增水土流失,特别是开挖土料料场、沙



 

砾石料场和块石料场,可能造成荒漠化。筑坝将使库区或库周的氮、磷等元素进人库区水体,有可能产生水体富营养化现象。调

水后,引水坝址下游河段水量的减少,将降低水体对污染物的稀释能力,从而对水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据预测,调水将使部分

河段水质下降。如坝下甘孜一雅江河段在枯水期水质将由调水前的I类降为1一田类,金沙江河段C0I)Mn浓度将较调水前增加

1.02~1.25倍;丰水期直门达江段水质由I类降为1类,攀枝花江段水质由1类降为m类。大渡河I类水质由调水前的5~10月变为调水

后的6一10月;n类水质由调水前的1月至翌年4月变为调水后的1月至翌年5月。 

随着工程实施带来的人员进驻,大量垃圾和污水将成为水体污染源,直接影响下泄库水水质,可能不能满足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及工农业用水的要求。治污将使四川各级相关地区政府和企业增加大笔开支,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 

生态环境的损失目前是难以准确以货币来计量的。按照科学发展观,我国即将使用绿色G1)P指标,到那时,对四川经济的负面

影响便可以显现出来并被计量。 

综上所述,粗略估计西线工程全部完工开始按计划调水后,每年给四川地方财政造成的收人减少和开支增加,二者相加,仅财

政净损失即使按目前价格计算也在10亿元以上,而GDP损失每年至少为174亿元,还不包括地方国有资本在水电开发中的投资收益

损失。 

调水区的损失从受水区的得益中也可见一斑。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受益地区为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等6

省(区)的黄河流域和有关地区。调水人黄后,其发电效益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黄河干流各梯级电站本身不进行扩大装机,只是

利用调水量通过水库调节提高电站的保证出力和利用小时而增发电量;另一种则是黄河各梯级本身根据调水规划进行扩大装机,

利用扩大装机规模和电站原装机提高保证出力和利用小时而增发电量。 

据计算,第一期工程2020年水平,调水40亿m3,可对受水区产生直接总经济效益为248亿元(按2000年价格),由三部分组成:生

态经济效益(林牧业)17亿元;工业、城镇生活供水经济效益20亿元;水力发电经济效益31亿元。合计248亿元,折合1耐水产生经济

效益6元。如果按17。亿m3计算,即使不考虑价格变化因素,受水区所获经济效益也在1000亿元以上。 

2 四川经济的得益 

2.1 对经济和行业的拉动 

西线调水工程的兴建,总建设投资达3040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投人,按凯恩斯经济学的乘数法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达近

一万亿元,其中一半以上能够体现在四川。在工程建设期,伴随着对大量物资、设备的需求,如水泥、钢材、建材、机械等材料都

将就近采购,为四川相关的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刺激并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四川的建筑施工、水电施工企业也将

获得合同机会。特别是在西线工程施工中,有可能遇到泥水盾构施工、高寒地区筑坝、深埋超长隧洞施工、大型薄壳渡槽高强预

应力混凝土施工等情况,那些在这些方面有专长的四川施工企业,将在工程竞争中占得先机。一些施工的技术与装备,由于技术含

量高、可靠性能要求高、制造难度大,我国目前还难以解决,很可能会采取技术引进,合作生产或纯进口方式寻求与外商的合作。

有实力的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研制新产品,从而在市场上占得先机。 

二滩水电站建设期间,对攀枝花市G1)P的贡献率每年约为6.29%,总的工业增加值69亿元,税收增加值为8.8亿元。目前在东部

地区,投资对G1)P的贡献率为40%左右。由于西线工程80%的工程投资在四川,并考虑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西线工程对四川GDP的贡

献率最多不超过20%,也就是说,3040亿元的投资,有2432亿元落在四川,可使四川GDP增加486.4亿元,按40年的建设周期(2010一

2050),每年可使四川G1〕P增加12.16亿元。此外,还能为各级地方税收带来一定的好处,但不会很多,每年不超过两亿元。 

虽然调往黄河的水规定要形成水价(如1.。元/m3),但每年调出170亿m3水形成的产值不可能算为四川的GDP,这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可能形成的调水收益,主要也是用于偿还调水工程的巨额建设投资,四川要从中分一杯羹难度不小。 

2.2 促进交通发展 

西线调水工程区交通设施落后,每年投人的资金有限,不仅已有的公路改造困难,公路新建更是缓慢。许多乡未通公路,至今

靠牛马驮运,严重制约了对外交流和经济发展。随着西线工程的兴建,因工程运输的需要,将投人大量资金改善该区的交通,形成

有效的交通运输网络。不仅可满足工程的需要,也可为当地经济服务,使矿产、生物资源得以开发,促进物资交流,从而带动地方

经济的发展。 

2.3 加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调水工程区聚居着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西线工程在

该区的投资几千亿元。按照一般的规律,工程投资的20写~30%要转化为人员的基本消费。农副产品的供应、建材及非标准件产品

等生产资料会在当地购买,这将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地方的畜牧业、工业、运输、旅游、餐饮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工程人员

及家属的安置又使区域房地产和商业机会增多,吸引外来投资,将出现“投资一机会一更大投资一更大机会”的良性循环,形成经

济超常发展的热点地区,并向周围辐射,从而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2.4 形成新兴城镇,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西线调水工程的建设,不仅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将建成一批交通、能源、通讯、医疗等社会体系的基础设施,形成以工

程为中心的新兴城镇。这在我国大型水利建设中不乏先例,黄河上的三门峡、长江上的葛洲坝等都是以大型水利工程为依托而发

展起来的新兴城市。新兴城镇的建设,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程度,使城镇分布趋于均衡。调水规划还确定沿输水线路建一

条高压输电线路,可兼为地方服务;并在每座引水枢纽上利用下泄水量和落差建一座小型电站.工程建成后留给当地使用。 

2.5 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 

调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光以及奇异的民族风情,是尚待开发或开发不够的宝贵旅游资源。大型

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兴建,虽然使急流峡谷雄奇景观消失,但也会造就大型人工湖,为高原增添新的景观,而且将改善交通、生活条

件,为旅游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3 合理的经济补偿 

总体看来,西线工程对四川经济造成的损失,不论从G1)P,还是税收财政,都远大于四川经济的受益。笔者认为,四川和其他调

水省区有理由要求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因此,在调水工程实施和实际调水之前,必须完成水权、水价、水管理和收益分配、补

偿办法的研究和相关法规的制订。 

2003年初,中国工程院以钱正英院士为组长的课题组发表了《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在这项调查研究中,课题组发现,西北地区占有全国18%的耕地,19%的水资源,仅生产了全国8.8写的粮食,6.7%的肉类。全区拥有

草地26.3亿亩,占全国的64%,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 

课题组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西北地区农牧业与水土资源之间结构性错位:西北地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

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这种产业结构与西北地区水资源贫乏而草地资源丰富的资源结构严重错位。在种植业内部,高

耗水的粮食作物比例偏大;粮食作物结构中,夏粮面积偏大。 



 

同时,西北地区还存在着工业生产工艺落后的问题,导致万元产值用水量高达103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10到20倍;水的重复

利用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为75%到85%。 

因此,如果不实行水权制和有偿调水、用水,节水没有制度保障,受水区对调人之水的利用肯定就会很不经济,浪费、污染会

很严重,并盲目发展高耗水、高耗能产业,最终形成越是调水,对水的需求量越大、缺口越大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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