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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类建议（十一篇）

（一）建议尽快开展三峡工程后环境影响评价，推动《长江保护法》

全面落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

摘要：三峡工程是我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成了全世界规模

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工程建成投产 15 年，一直未开展重大建设项目后环境影响评价。

因此，建议尽快开展三峡工程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能在未对三峡工程的后环境影

响做出全面评估前，对受三峡工程影响的中下游重要湖泊再次核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一则是因为建设前提不清，很可能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可能导致采取针对历史

错误反复打补丁的解决方式，带来重大损失，二则也直接违背了《长江保护法》中“统

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的原则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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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三峡工程建成投产 15 年，一直

未开展重大建设项目后环境影响评

价。

三峡工程是我国有史以来建设

的最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也是全

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其中三峡大

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高 185 米，蓄

水高程 175 米，水库长 2335 米，水

库蓄水量 393 亿立方米，工程建设历

时 15 年，静态投资 1300 多亿元。该

建设项目于 2003 年 6 月蓄水发电，

2009 年全部建设完工，其后在防汛、

发电、航运和水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2020 年 11 月，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完成对三

峡工程的整体竣工验收。

【内容】

三峡工程被公认为“国之重器，

民之三峡”，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水

利枢纽工程建设周期长、投入巨大；

建成投产 15 年后，这一工程在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能源转型、生态安全

各方面的影响与效应日益显现。在建

成投产后的 15 年里，三峡工程虽存

在对其航运价值、发电效益、能源转

型贡献等方面的研究小结，但均不是

很系统、全面，至今也没有公布工程

竣工验收的相关文件，没有开展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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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的重大建设工程后环境影响

评价。

2021 年 6 月，总投资 2200 亿元、

世界排名第二大的白鹤滩水电站蓄

水，导致山体滑坡，出现数十人失踪

死亡、大量村民紧急搬迁避灾。2022

年，三峡库区四方碑再次出现滑坡现

象，有研究表明这次滑坡与库区每年

约 30 米上下的水位变化有直接关系。

2010 年 9 月，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统

计，长江上游 100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

有大小滑坡 15 万多处，泥石流沟通

道万余条，分布面积达 10 万多平方

公里。国家为此积极筹建长江上游滑

坡泥石流预警系统建设。同时，三峡

工程建成后，其对长江上游峡谷河流

的地质影响、长江中下游由于清水下

泄导致的河道影响、水量变化与咸潮

入侵影响、库区泥沙问题、以及长江

全流域的水生生物影响等，则并未系

统涉及。

这一现状不仅与现有法律法规

抵触，并直接关系或影响到新时期长

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长江流

域其他重大后续建设项目的规划或

建设决策，故建议相关部门尽快督促

并协调相关部委开展三峡工程的后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此事意义重大。

其具体理由如下：

1. 三峡工程长期未开展重大建

设项目的后环境影响评价，已与国家

《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出

现抵触。

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

年 9 月开始施行，2016 年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进行修订。国家《环境影响

评价法》第十六条要求：“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

面评价”。该条款下的第一条，再次

明确：“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建

设工程），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该法律的其他条款，也明确了负责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部

门有备案、跟踪检查、督促或责成（建

设单位）开展后环境影响评价、以及

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

价等行为有责令停工和处罚的职责。

三峡工程建设历时时间长，从

1994 年开工，2003 年蓄水发电，到

2009 年才完工，2020 年竣工验收，

其建设项目自身、以及对长江全流域

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所产生的重大

影响，都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法》要

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制范围；大

坝工程的建设期和投产期，也均在国

家《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施行期间。

因此，应该补上该工程建设的全面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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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而不应该豁免于外，不

受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制。

2016 年 1 月，《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施行。

其第三条再次要求：“建设项目运行

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情形的，应该开展环境影响

后评价”；包括“水利、水电、采掘、

港口、铁路行业中实际环境影响程度

和范围较大，且主要环境影响在项目

建成运行一定时期后逐步显现的建

设项目”。三峡工程属于后者，应该

开展后环境影响评价，且明确是由建

设单位或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开

展该项工作。该管理办法第八条也要

求环境影响后评价应当在建设项目

正式投产或运营 3-5 年内开展。三峡

工程符合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后评价的项目主体要求，且已投产

20 多年，早超过了该管理办法规定

的时间。

2. 三峡工程建成后未开展全面

的环境影响评价或后环境影响评价，

已对长江全流域的保护与建设、以及

后续重大建设工程的是否开建，造成

现实困扰。

以鄱阳湖水利杻纽工程为例。江

西省近年来屡屡提出建设鄱阳湖水

利杻纽工程的一个最重要动因，即是

三峡工程建设以来，每年秋季从长江

干流进入鄱阳湖的来水大幅减少，鄱

阳湖秋旱加剧，故推论其原本的湖泊

水文生态发生不可逆改变，为留住一

湖清水，江西省提出建闸。三峡工程

对长江全流域的水沙调剂，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在该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15 年里，其对长江中下游径流水沙

的改变幅度、枯水季有无采取相应措

施调剂水量及调剂力度、保留生态用

水的比例、以及对水生生物的影响等

真实状况及影响如何，目前均无法得

知，缺少全面、客观的评价，而如果

开展该建设项目的后环境影响评价，

则可以得出相对理性的结论，能够为

鄱阳湖应否建闸提供科学论证，以及

对如何应对或解决鄱阳湖秋旱问题，

提供更全面、更系统的解决方案，也

能切实推进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

设。同样，对长江上游地区的地质影

响、生物影响等，也亟需全面开展评

估与研究。

反之，尽快开展三峡工程的后环

境影响评价，则可以与时俱进、实现

与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以及 2021 年施行的《长江

保护法》的有效对接与衔接，并推动

系列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落地，为长江

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做出表

率，助推国家生态文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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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长江保护法》总则要求：“长

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

创新驱动、系统治理”；同时其第三

十一条规定：将长江干流、重要支流

和重要湖泊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进

行管控，要求这些重点生态区位上的

水利水电、航运枢纽等工程要将生态

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三峡工

程也不例外。三峡工程在开展后环境

影响评价过程中，也必将考虑生态用

水的日常运行调度落实情况，而这一

状况对鄱阳湖乃至长江中下游的影

响势必深远。也就是如果落实了《长

江保护法》所要求的生态用水日常调

度，鄱阳湖是否还有建闸之必要呢？

因此，建议尽快开展三峡工程后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能在未对三峡

工程的后环境影响做出全面评估前，

对受三峡工程影响的中下游重要湖

泊再次核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动工。因为一则建设前提不清，很可

能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可能导致采取

针对历史错误反复打补丁的解决方

式而带来的重大损失，二则也直接违

背了《长江保护法》中“统筹协调、

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的

原则和相关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