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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村水电与农民利益 地方发展 环境保护
生态建设相结合的资源条件与优势关于相结合

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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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同志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小水电开发应该与农民利益、地方

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走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我国农村水电及电气化事业蓬勃发展。农村水电不仅成为广大贫困山

区农村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强大推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

和谐社会建设，而且在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促

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水电资源开发利用中

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在一些地方显露出来：一是农村水电开发同当地农

民利益脱节。农民不能从农村水电开发中得到直接的好处，既不能分享经

济收益，又用不上廉价电。电站周围的山区农民仍然使用高价商品电，除

了电灯之外别的电器用不起；二是农村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脱

节。开发商开发农村水电主要是向电网卖电，获取商业利益，电网买进后

再加价卖出，农民更加用不起电，不能实现以电代柴，当地农民生活燃料

仍然靠砍柴烧柴，环境、生态难以改善；三是留下了影响稳定、和谐的隐

患。农村水电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的稀有资源，但在这些地方常被开发商

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占有进行开发，当地农民却无钱无资源自己开发或参

与开发农村水电，常造成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成为当地不稳定因素。 

充分说明家宝同志批示的针对性、必要性和具有的重要意义。为了落

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家宝批示，实现农村水电与农民利益、地方发展、环

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走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对农

村水电资源的条件与优势谈以下看法。 

我国幅员辽阔，河流众多，径流总量丰沛，地形复杂多样，地势落差

大，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根据最新水能资源复查结果，我国单站容量

5万千瓦及以下的农村水电资源经济可开发量为1.28多亿千瓦，居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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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国农村水电资源点多面广，除上海市外，遍及30个省（区、市）

1600多个山区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山区，70%左右集中在西

部大开发地区。尚未开发的农村水电资源还有近8000万千瓦，可建小水电

站7-8万座之多，年发电量3000亿千瓦时左右，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的电

力电量，可直接惠及贫困山区亿万农民。 

西部大开发地区（含广西、内蒙和湘西、恩施、延边）农村水电资源

可开发量为8694.7万千瓦，占全国农村水电资源可开发总量的67．7%；中

部地区农村水电资源可开发量为2082.2万千瓦，占总量的16．2%；东部地

区农村水电资源可开发量为2069.2万千瓦，占总量的16.1%。在流域分布

上，长江流域农村水电资源最为丰富，其次为珠江、黄河流域。 

 
表1    全国农村水电资源经济可开发量及开发概况 

农村水电资源是我国贫困山区除土地、山林之外，农村集体和农民最

易于开发利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和生态优势，促进和保障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最珍贵的稀有资源。开发农村水电资源没有大

量水体集中和移民，规模适中、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特别适合农村

集体与农民个人开发。开发技术十分成熟，与开发小型煤炭等资源相比，

具有十分突出的技术、安全、节约、清洁、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农村水电资源区位分布与我国相对贫困人口区位分布基本一致。全国

相对贫困人口大头在西部大开发地区。西部大开发地区水能资源十分

丰富，如上所述，农村水电资源经济可开发量近9000万千瓦，占全国农

村水电资源经济可开发总量的70%左右，开发率仅为13．9%。全国592个国

家扶贫重点县中，有占重点县总数71%的420个县农村水电资源丰富（其中

310个县在西部大开发地区），可开发量达5650万千瓦，开发率为15.9%，

尚未开发的有4750万千瓦，占全国农村水电资源尚未开发总量的52.8%。

这些地区拥有的农村水电资源，是促进贫困山区农民增收、地方发展、环

境保护、生态建设的极大的资源优势。 

表2           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村水电资源状况 

地      区 

农村水电资源 
经济可开发量 

2003年农村水电 
装机容量和开发率 

（万kw） （%） 
装机容量 
（亿kw.h） 

开发率 
（%） 

全国总计 12846.1 100 3083.3 21.81

西部大开发地区 8694.7 67．7 1208.89 12.10

中部地区 2082.2 16．2 688.75 34.22

东部地区 2069.2 16．1 1174.95 56.78

地  区 

贫困县
数

（个） 

贫困县 
人口 

（万人） 

农村水电资源（万kw） 农村水电
资源丰富 

县数 
（个） 

总量 
经济可开

发量 
已开 
发量 

开发率 
(%) 

全国总
计 

592 22380.27 9366.77 5650 900.16 15.93  420 

西部
大开
发地
区 

394 12857.38 8072.57 4711.47 641.4 13.61  310 

四川 36 1462.4 1242.9 746.35 89.97 12.05  35 

重庆 14 989.06 440.45 330.3 61.73 18.69  14 

云南 73 2146.35 2135.06 1208.96 162.07 13.41  68 



广大贫困山区地域辽阔，负荷分散，大电网长距离输送供电成本高。

农村水电适合于山区分散布点、就地开发、就近成网、成片供电，满足西

部大开发地区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村水电是可再生绿

色能源，有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增加国家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我国

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村水电开发技术和设备，农村水电可以实现无人值班少

人值守，降低运行成本。 

贵州 50 2072.67 887.62 625.63 91.72 14.66  50 

内蒙 31 768.26 68.25 43.21 3.82 8.84  7 

新疆 27 545.66 626.61 484.78 26.7 5.51  19 

甘肃 43 1426.23 467.71 239.95 25.98 10.83  28 

宁夏 8 242.07           

青海 15 230.29 733.29 160.24 6.94 4.33  13 

广西 28 892.95 415.57 270.87 51.97 19.19  27 

陕西 50 1365.24 505.91 269.6 40.83 15.14  30 

湘西 7 235.12 154.66 73.97 15.81 21.37  7 

恩施 8 381.78 319.63 213.58 49.5 23.18  8 

延边 4 99.3 74.91 44.03 14.36 32.61  4 

中部
地区 

150 7970.03 1155.16 836.34 237.9 28.45  91 

湖南 13 811.14 318.29 246.37 83.84 34.03  13 

湖北 17 983.31 333.42 236.04 50.67 21.47  13 

江西 21 1056.19 249.27 191.86 50.69 26.42  19 

山西 35 615.95 43.06 19.51 4.24 21.73  22 

河南 31 2303.16 107.68 66.06 22.26 33.70  16 

安徽 19 1802.28 103.44 74.7 26.2 35.07  7 

黑龙江 14 397.9   1.8     1 

东部
地区 

48 1552.86 139.04 102.19 20.86 20.41  19 

吉林 4 123.58 15 6.7 1.5 22.39  1 

河北 39 1332.42 87.47 70.76 10.17 14.37  13 

海南 5 96.86 36.57 24.73 9.19 37.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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