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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205次总理办公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有关问题后，中央领导同志就三峡

工程的资金筹措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国务院第205次办公会议纪要指出： 

三峡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的筹措问题由国家计委姚振炎同志牵头，财政部、人民银行的负责同志参加

组成小组，研究提出意见。 

从电费加价中，每度电提3厘钱作为三峡工程建设资金，这笔资金要保证收上来，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不得拖欠。请国家计委会同财政部、能源部抓紧制定征收办法。 

提高葛洲坝电厂上网电价，作为三峡工程建设的资金，其中加价部分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李鹏总理1992年11月19日在武汉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资金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有了组织，配备了干部，有了移民方针，剩下的就是资金渠道问题。这是个大事情。总之一句话，

就是多渠道集资。我们已经出台了3厘钱(电费3厘钱)，这3厘钱应全额征收。因为人大作了决议，全国

都要作贡献。3厘钱加到每个老百姓、每个企业身上并不是很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将来电价调

整以后，是不是还可以增加一点，我们今天不定案。 

第二个渠道就是银行贷款。这是主渠道。随着经济发展，银行这三年每年拿出十个亿是可以的，作

为长期的贷款，但是利息比较高。要它免息是不行啦，银行是吃利差的，稍微优待点是可以的，优待太

多不行。这两笔钱配合在一起用。那个钱是无息的，是软贷款，甚至不是贷款，根本不用还的。这样，

资金成本就下降了，比原来讲那个动态就下降多了。这个钱再搞10亿。 

第三个渠道就是葛洲坝电厂的发电利润。葛洲坝电价才每度4分钱，太不合理，这个不行。一下子

涨，负担可能重。是不是用这样一个方法：一年涨1分，分4年涨完，涨到九六年就涨到8分了，这就比

较合理。葛洲坝电厂的电涨到8分，按160亿度电算，抛弃它的运行管理费、还贷等外，至少每年还有

五、六个亿左右的利润。这也是没有利息的钱。这个钱经济效益就很大了。 

第四点就是发行股票的问题，可以继续研究。 

第五点，争取一些国际的资金。国际资金，比如说是国外政府贷款，协力资金能不能争取到一点，

世界银行的资金啦，以及买方信贷。将来水轮机肯定可以搞点买方信贷。真正开工了，真干了，那个时

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真干了，考察的结果，三峡是很有效益的，很有前途的，就有吸引力。水力电价

低，阻碍了水利电力的发展。我们应该用还本付息，加上一定的利润来考虑这个电价，这就有前途了。 

第六点，比较差一点的就是发行公债了。发行债券，因为建设周期长，负担重，还在借新还旧。刚

才讲的，在建设过程中给这个公司很大的负担也不好。总之，我们从现在已经出台的措施和国内能够给

的贷款，至少在前三年或者前五年，这点资金可以保证。看起来对一个工程来讲，量是很大的，但从整

个国家的建设规模来讲，那还是很有限的，可以干的。资金的渠道，债权债务、银行贷款、发行股票

等，执行单位是三峡总公司。 

1993年4月2日，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纪要指出： 

资金筹措一直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国务院已发出通知，除国家扶贫地区农业排灌用

电外，每度电征收3厘钱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这是三峡建设的基本资金。征收这笔资金的任务由电

力部负责按期完成，电力部对这一任务态度要坚决。 

银行贷款、国际融资也是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要选择最适合三峡工程的方式积极筹措。请郭树言

同志组织进行可行性研究。国内外人士为三峡工程的捐款，可以接受。 

李鹏总理在会上讲：关于筹资，这是一个关键。渠道之一是把电费中增加的3厘钱作为建设资金。

按照全国每年5000亿度发电量可以征收加价款，就有15个亿，10年就是150个亿，而且发电量逐年还得

增加，电价也不会总是一个价格。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投资数。这件事由电力部负责。这要作为电力

部的一项主要任务。电力部对这事要坚决，这是你的本职任务。另外，我们要采用银行贷款。同时，还

可以通过国际融资。总之，向国内外集资是一条渠道，但是基本资金是电价提高的3厘钱，这叫做国家

 



专项建设基金，这是可靠的。所以，根据这一情况，钱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应该说优于其他工程。 

1993年5月27日，邹家华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

资金的落实问题。会议纪要指出： 

1．三峡工程事关国家大局，国务院决定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是一项重要决策，各地区、各部门

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收缴、入库工作。 

2．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收缴、入库工作，牵涉面广，环节多，任何地区、部门、单位不得拖欠、

挪用。一经发现，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1993年7月26日，邹家华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纪要指出： 

三峡工程从整体上说自筹能力很强，第11年首批机组发电后即开始有收入，建设期内预计可发电

5079亿度，加上国家为三峡工程建设制订的现有政策，整个工程建后1～2年内，即可还清所有贷款本

息。 

首批机组发电前的11年是纯投入期，也是整个建设期间资金平衡最困难的时期，当前，工程急需解

决的是大江截流前5年所需资金。会议决定，大江截流前5年所需资金主要由国家安排，具体按以下途径

进行筹措。 

1．关于3厘钱的性质和征收工作 

国务院决定从1992年煤运加价中，每度电征收3厘钱，今年又扩大到除国家扶贫地区农业排灌用电

外，每度征收3厘钱，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这笔资金是国家对三峡工程的投入，不加各种税收和费

用。 

2．关于三峡总公司自有资金 

葛洲坝电厂利润和现有电价加价4分(从今年起每年加价1分，4年到位)，作为三峡总公司自有资

金。葛洲坝电厂董事会要把钱管住，用于三峡工程建设。 

3．关于利用人民银行专项贷款 

大江截流前5年的资金缺口，按1993年5月末价格，每年约需25亿元。这部分资金缺口请中国人民银

行安排专项贷款，相应的投资规模请国家计委安排，由三峡总公司与银行签订合同，统贷统还。 

4．关于利用中国银行优惠贷款 

三峡工程共约需外汇16.4亿美元(1993年5月末)，大江截流前5年约需外汇4.2亿美元，原则上利用

中国银行优惠贷款解决。但也不排除利用条件合适的出口信贷。 

除上述筹资措施外，还继续研究扩大三峡建设基金规模，开辟其它资金来源，例如可研究葛洲坝电

厂股改上市、国内外发行债券。 

李鹏总理1993年12月23日在宜昌考察三峡工程施工准备和移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兴建三峡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是跨世纪的大事，是全国人

民的大事。全国人民都要支援三峡工程。受益地区也好，没有非受益地区，只有非直接受益地区，都受

益。一个叫直接受益，一个叫非直接受益。因此，国家已经确定的三峡基金从电费出，一定要交。我昨

天表态了，不要在这上面开任何口了，我们不要搞那么多小打小闹，这个钱都要交齐。电力部要做好收

缴工作，财政部要做好及时拨款，这两位部长我这次特别请你们来，都要当作自己的事情办。电力部负

责把钱收上来，要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抓，减免的口子不能开，我们要用必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 

对于明年再增加1厘钱的收缴办法，由电力部回去和三峡办研究，我的总的想法是简单化、规范

化。 

明年工程所需资金，除了国家确定的建设资金，4厘钱加上葛洲坝电厂的利润外，不足部分由银行

贷款解决。我们筹资的目前主要是国外资金，国内资金也可以搞一点。国内资金不要和银行争这个钱。

当然我们筹资还有一条路子，就是设备可以争取买方信贷。 

1993年12月25日邹家华副总理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李鹏同志最近专门考察了。今天发的李鹏总理在三峡的讲话，我都赞成。刚才李鹏总理讲，希望各

地方都来支援三峡这样一个大的工程，各个部更应该带头来支持三峡移民，支持三峡工程的建设，我完

全同意。因为这个工程的建设实在太重要了，总理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非常正确。这是子孙万代的

事情，是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改变面貌，并将对经济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工程。所以，确实需

要全国都来支持。 

关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征缴工作，各省、市有关部门要保证完成。今年7月，我们开过一次会，

重点就是解决3厘钱的征缴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有四个省拖着。(总理：这次宜昌会上讲了，哪一个

省都要做贡献，你有困难的话，中央另外支持你。)现在，这3厘钱的资金入库总的还好，入了财政金库

后，财政马上投到三峡公司，三峡公司分一块拨到移民，路子是通了。现在需要督促的是有少数省、市

仍然拖欠，一定要做工作，必须保证。这么大的工程，如果资金不保证，那不是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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