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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廷琤 口述 刘荣刚 整理

邓小平三峡之行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

开展，华中地区甚至全国缺电越来越严重，影

响了经济建设。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

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

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由于当时正处

国民经济调整之际，三峡工程不可能提上日程。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

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

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

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

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

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

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

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

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李永长

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

重视这份反映材料。不知是不是邓小平也看了

这份材料，才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

地进行实地考察。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

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我，以及宜

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

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

洲坝工地。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

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

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

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回答说：长江通

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

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

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

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

集等问题。

7月12日上午，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

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面观看

两岸，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

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

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

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

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

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

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

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做了详细

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

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

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

得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下午，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

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

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

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

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

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

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7月17日至20日，邓小平在武汉期间，党

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胡耀邦、赵紫阳、

姚依林专程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制定“六五”计

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二）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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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在谈到三峡工

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

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

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

那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

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

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

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

决。他认为：修建三峡工程，对航运的影响不

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大，而对防洪所起

的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

峡工程不好。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

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邓小平三峡之行后，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

工作开始加速进行。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

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关于三峡

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

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国家科委、建委随即组织

筹备召开论证会，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

制一套论证资料。1981年1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

室提出了三峡分期开发、初期蓄水位128米、坝

顶高145米的方案。1981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

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后

因故论证会没有召开。

150米方案的提出与审查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

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

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

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

视察的领导同志。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

“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后，为适

应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对能源的要求，结合改

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航运条件，国务院领导

同志认识到应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但考虑

到当时的国情，尽量减少水库淹没，建设规模

要适当，三峡工程建设方案采用低坝方案——

正常蓄水位为150米。

1982年12月，我们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按

照水利部的要求，开始研究正常蓄水位150米方

案，并于1983年3月提出《三峡水利枢纽可行

性研究报告》。1983年5月，国务院委托姚依林、

宋平组织审查，在京丰宾馆请了350名专家，对

150米方案进行审查。我参加了这次审查会。在

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意见，认为蓄水位太

低了，防洪不够，把资源浪费了。最后经过妥

协，说防洪可以临时超蓄：就是把坝顶提高到

175米，如果来了特大洪水，库区就临时超蓄淹

一下，躲避一下，再临时赔偿，这样勉强定下

来。但三峡库区的代表不满意，说这样搞，超

蓄这一段地区怎么建设呢？下游的代表也不满

意，说洪水来了，还要在库区与移民临时谈判，

如果他们不走，怎么办？尽管有这些意见，审

查论证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研究建设三峡工程问题。会议讨论了水电

部所提的《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

决定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

175米的方案，并立即开始施工准备，争取1986

年正式开工。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

筹备领导小组，筹组“三峡特别行政特区”（后

改为“三峡省”）和“三峡开发公司”。4月5

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57号文件原则批准三峡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丹江口水库，右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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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可行性报告，并批复：“按正常蓄水位150

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请水电部于今年年底

前完成初步设计报审。”随后，以国务院副总理

李鹏为组长的三峡筹备领导小组、以陈赓仪为

组长的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备处和以李伯宁为组

长的三峡省筹备组相继成立，并展开工作；水

电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也加紧编制150米方

案（坝高175米）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开始

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1984年11月，就在三峡工程按150米方案

进行筹备的时候，重庆向中央提出《对长江三

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150米方案水

库回水的末端到不了重庆，重庆下游较长一段

航运不能改善，万吨船队不能到达重庆，建议

改为180米方案。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

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

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李鹏向他汇报

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

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的淤积、坝高问题，

并着重介绍了重庆提出的蓄水位180米方案，即

中坝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说：过去是四川

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

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方案”。低坝方案不好。

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

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

1985年5月，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

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泥沙、航运等专题研

究成果，要求国家科委和计委对水库水位提高

到180米予以论证。11月，国家科委就三峡工程

前期科研和水位论证工作进展情况向国务院三

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提交文件，指出经过一年

的论证，有些问题已有一致的结论，有些问题

尚存分歧，大约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方能完成。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

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

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

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就在这时，情况发生

了变化：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率众

考察三峡，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

上》的长篇调查报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

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

对这些不同意见，党中央非常重视。1986

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

傅朝枢、回答他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时，对三峡

工程建设问题更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说：对

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

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

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

的。1986年4月，李鹏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峡工程

情况的提问时，也作了回答：三峡工程是一项包

括发电、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巨大工程，这

项工程不仅关系到我国当代的四化建设，而且是

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大事。对这项工程，中国

政府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现在还没有对这

项工程作出是否开工的决定。

1986年5月底，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

院总理和李鹏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

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国务院总理带

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星垣等人，从北京

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和李伯宁，

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

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

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

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

纽，看望了水电职工。最后，国务院总理在宜

昌开会，听取筹备组正副组长对成立三峡省的

不同意见后，宣布不成立三峡省。在返回北京

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

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

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

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

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

随时给全国人大、政协通气。国务院总理回到

北京后，即向邓小平做了汇报，说三峡工程在

技术上还有些问题，但看来工程科技人员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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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解决的；在经济上投资是比较大的，但估计

从经济上讲国力是可以承担的；问题出在政治

上，政治上党外许多人坚决反对，将来提到全

国人大，即使能通过，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反对

票，政治上就不好办。邓小平听后，表示如果

技术经济可行的话，修三峡有政治问题，不修

三峡也有政治问题，不修的政治问题更大。邓

小平是主张上三峡工程的。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

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

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

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随后水电部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成立了三峡

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

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这次论证分为10个专

题：地质地震、水文与防洪、泥沙与航运、电

力系统规划、水库淹没与移民、生态与环境、

综合水位方案、施工、工程投资估算、经济评

价，邀请了全国各行各业的412位专家、21位特

邀顾问，分别组成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

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

移民、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

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14个专家组，参加论证

工作。论证的程序是：正常蓄水位论证150米、

160米、170米、180米、一次建成、分期蓄水，

两级开发等6个方案。综合经济评价论证分两个

层次：一是上三峡工程与不上三峡工程，二是

三峡工程是早上还是晚上。根据

以上部署，14个专家组、工作

组的专家们以对人民负责的严肃

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用了2

年8个月的时间，反复分析讨论

研究，分别提交了专题论证报

告。根据科学民主的原则，专家

组的论证工作完全独立进行，不

受干预；专家组内部则充分尊重

不同意见，不强求一致。14个

专题论证报告有9个是一致签字

通过的。有5个专题报告分别有

1位至3位专家组成员（9位专家

10人次）对专题报告的结论有不同意见而未签

字，并提交了书面意见。

1989年5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这些论

证报告的基础上，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

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当年7月上报国务院

审查。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

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

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中央的决心和人大的通过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

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

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

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十分重视。

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

三峡坝区葛洲坝工地和荆江河段进行考察，了

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

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

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

我们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

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

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

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

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

1989年7月，江泽民视察三峡工程坝址。左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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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

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

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

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在首都宾馆召开

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

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

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

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

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

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

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

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

委开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

议。那一段时间，我先后陪同由陈慕华率领的

全国人大代表团，王光英率领的全国政协代表

团，甘子玉率领的二省市长代表团以及李铁映

率领的全国文教体卫代表团等考察三峡。这期

间，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

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

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

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

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

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后

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

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

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修

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的人民，安居乐业。

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随后，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

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前，由于各

方工作到位，许多过去对三峡工程有意见的同志

大都转变了看法。在全国人大表决前，四川代表

团中反对的人仍很多。1992年3月26日，国务

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全

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

英，率领水利部长杨振怀和我等有关部门的同

志，专门参加了四川代表团的讨论。代表们畅所

欲言，谈出了心里话，意见的焦点集中在对移民

安置的顾虑上，因为70%的移民在四川，万一

有个闪失，如何对得起川东父老。也有代表提出

其他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予以解

答，大多数代表听后非常满意。根据四川代表的

意见，邹家华副总理、钱正英副主席建议大会主

席团在《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草案）》

最后加上一句话：“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

妥善解决。”大会主席团同意这个建议，在正式

决议中，写上了这句话。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

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

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

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

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

当时机组织实施。

1993年初，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

行，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作为三

峡工程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李鹏总理任主任委

员，邹家华、陈俊生、郭树言、萧秧、李伯宁任

副主任委员，委员会成员由国家计委、国务院经

贸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建设部、能源

部、机电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

部、物资部、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土地管理局的

负责同志组成，我是委员会委员之一。三峡工程

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三峡工程建设

的日常工作，由郭树言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

我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位子上转任三峡工程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就这样，经过认真准备， 1994年12月三峡

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

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

流），第二期工程开始。2003年6月1日，三峡

工程下闸蓄水，首批机组开始发电。2006年5月

20日，三峡工程右岸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

成，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08年，三峡右岸电机

组全部投产发电，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

程——三峡枢纽主体工程提前一年建成。（续完）

（责任编辑 刘荣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