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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谈“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摘要) 

[按：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座谈会”上，许多

专家就西部大开发问题，发表了不少建设性意见，现将部分院士的发言摘要如下：]  

中国工程院徐乾清院士：  

  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慎重处理与水有关的几个关系：  

1. 人民生活用水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用水及生态环境用水的关系。面对西部大开发生

态环境用水必须考虑。但是生态用水应该有重点，有准则，有保有舍。从远景考虑，在

缺水地区，在保证合理限度环境用水的条件下，安排生活和社会经济用水。  

2. 水资源开发与土地开发的关系。西北地区必须以水定地，必须严格控制盲目开垦优

良草原，不可盲目开荒。西南地区，必须严格控制陡坡开荒。  

3. 西部粮食生产与解决中东部缺粮的关系。西部地区受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制约，粮食

以自保为主，不能将解决中东部的粮食寄希望于西部。 

4. 种植业与牧业的关系。必须采取措施使牧业走向现代化，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限

制开荒。建设绿洲，应将牧业现代化和农牧结合放在一起。  

5. 水资源开发与扶贫的关系。贫困地区一般都是干旱缺水、土地脊薄、地形复杂地

区，推行水土保持、开发水土资源，是解决稳定扶贫的主要方向。 

6. 开源、节流与保护的关系。当前水资源浪费和污染都十分严重，必须节约先行，保

护为本。把节水放在真正的战略地位。  

7. 生态建设与水利建设的关系。在退耕还林还草时必须建设基本农田，建设基本农田

发展小型水利是根本出路。 

8. 水利建设中发展与巩固的关系。续建配套、改造、清理“旧帐”、除险加固应放在

首位。要下决心解决“旧帐”问题(移民、病险工程)。不要“旧帐”干扰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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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扬程灌溉与能源政策的关系。西北、西南都存在水低地高的问题，高扬程灌溉应

与当地水电开发相联系，电价应予特别优惠。 

10. 城市建设与水资源特点的关系。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河流较小，西南缺乏平坦

地区。都不宜发展大城市，应以小型为主。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院士：  

  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水电资源十分丰富，除满足当地经济建设需要之外，还可

以大量输入东部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电东送”存在西电的竞争力和东部

电力市场的矛盾，牵涉技术、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等方面问题，需要研究对策。  

  要使西部水电具有强有力的竞争力，必须降低成本和造价。西部地区地形地质及交

通条件不利，与火电相比，其初期投资大，工期长。应从三个方面降低造价，一是从新

技术入手，依靠科技创新；二是从金融、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三是从移民和投资分

摊方面给予重视。现在水库移民搬迁及补偿要求过高，有些地方领导不是兼顾国家与移

民的利益，而是乘机要价，很不利于水电发展。建议修订水库移民法规，实事求是搞好

移民安置工作。同时，合理分摊水电站建设投资，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投资不应都由

水电承担。  

  东部市场能否合理吸纳部分西电，关键在于体制。应开放电力市场、公平公正，竞

争上网。目前，已建二滩、天生桥等水电站电量销不出去，而一些地方却热衷于建设小

火电、天然气发电，燃气发电等项目，其根本原因是“省为实体”的电力体制。这种体

制一度为缓解我国电力供需矛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情况变化，电网应象铁路一样，

实观全国联网管理。  

中国科学院黄秉维资深院士：  

  对沙尘暴总是要从气候、水资源、土壤和植被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要正确估价森

林的作用，森林能否增加降雨目前并未定论。森林在不同地区作用可能是不一样的。如

在寒温带森林有雪被覆盖，雪被对太阳辐射的反射能力强，气温低，雪被融化慢，可能

会增加一点(土壤)水，但很有限。鉴于造林要消耗水，我国在这方面基础研究很薄

弱，建议：(1)已经有林的地方要保护好。不要砍掉，否则会变气流上升为气流下沉，

加剧蒸发；(2)强化对水和森林关系基础性研究，在西部大开发中对造林问题要慎重，

搞得不好会加剧生态恶化；(3)不能认为只要“绿色水库”而否定“白色水库”，各有

各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张新时院士：  

  荒漠化的形成及防治都与水有关，要从水入手采取五项措施进行防治。 

1．荒漠以水分缺乏为基本特征，荒漠化防治要进行全面规划、政策引导、分类治理、

综合配置，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2．保证生态用水，使大面积人工植被和天然植被正常生长。干旱区河流沿岸分布着大

面积荒漠乔灌木，要按生态用水的需要保持河流的流量。  

3．在荒漠化地区要科学利用地下水，要总结和提高节水技术，加强集水工程，提倡利

用民间池坝等传统用水方法。  

4．研究和培育抗旱树种，推广抗旱的乡土树种，做到“适地适树”。 

5． 在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区，建立一定规模的荒漠化治理，优化生态生产示范

区，推广具有良好生态和经济效益的“三圈模式”、“小经济生物圈模式”等成功经

验。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石元春院士：  

  东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总体差别不大，西部在土壤、光照、温差等方面还有自己

的特点。  

  只要通过综合节水措施解决水这个瓶颈问题，西部农业可以实现跨越发展。  

  解决西部农业用水现在一般沿用修坝、引水等传统的开源思路，这只能维持现有的

水资源利用率。我认为，西部农业应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建设高效综合节水体系，彻

底改变西部农业“广种薄收”的落后状态。  

  我国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仅0.4左右，西部更低，而以色列则高达0.8。这个巨大

差距就意味着节水的巨大潜力。节水必须以高效益、高产出为目标，与商品农业相结

合、形成利益驱动机制，因而激活生命力。要把节水与下游服务结合起来，形成集水—

节水—简易温室—高附加值果蔬花卉—龙头企业的产业化体系。国家对此应给予高度重

视和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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