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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年鉴的时段为2003年全年，少量未及登录的2002年重要内容亦予以补入，按序排列为第八卷。
框架结构由篇目、栏目、条目三个层次组成。
经多方征求意见，编委会审定，本卷年鉴共列22个篇目、91个栏目、600余个条目。
每个篇目以隔页列出，栏目、条目分别用通栏、双栏并铺以不同的网底以示醒目。
     本年鉴属专业性行业年鉴，主要面向全国水电行业从事勘测、规划、设计、科研、建设管理、施工
、咨询、设备制造、生产运行、院校教学的工程技术人员、师生和各级领导与有关专家。
    本卷年鉴的编辑是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国家积极发展水电的战
略方针，以与时俱进精神，力求全面真实反映2003年时段内我国水电行业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技
术进步，做到“大事不漏、小事不上”，更好地服务于水电行业。
     本卷年鉴保持了框架结构的相对稳定。
为真实反映我国水电建设事业的面貌与发展，单列了“三峡工程”篇目，用以重点反映我国水电建设
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编列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篇目，用以汇集我国水电建设的顶级技术和先
进经验；编列了“电力体制改革”篇目，用以反映电力体制深化改革后的新格局和新进展。
除原设的各专业篇目外，还调整、增设了“抽水蓄能电站”、“水力资源复查及流域开发”、“南水
北调工程规划与进展”篇目，反映了近期水电建设事业的新发展。
为查阅方便，本卷年鉴仍然单列了“统计资料”篇目。
     本卷年鉴所列“农村水电及电气化”篇目，除选登2003年的有关文稿外，还同时汇集、选编了水利
部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局提供的建国前后的有关资料，以反映我国农村水电的发展历程。
     年鉴文稿实行文责自负，条目的内容、数据、资料、插图等均由撰稿人及有关单位审定。
     本卷年鉴的编辑工作实行主编负责制。
主编负责总体框架结构的设计、征询意见、组稿与初审等，各篇目的编辑负责稿件的征集、加工与整
理。
本卷年鉴主编为邴凤山，副主编为毛亚杰、黄景湖、王东棣、戴会超。
“三峡工程”、“西电东送”、“水工设计、“生产运行及大坝安全”（大坝安全部分）等篇目的编
辑为黄景湖；“工程勘测”、“土建施工”、“环境保护与水库移民”、“水电建设管理”、“水电
工程效益”等篇目的编辑为王东棣；“特载”、“电力体制改革”、“农村水电及电气化”、“水力
资源复查及流域开发”等篇目的编辑为蔡明昌；“机电及金属结构”、“生产运行及大坝安全”（生
产运行部分）、“南水北调工程规划与进展”、“技术标准与科技图书出版”等篇目的编辑为常兆堂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人物、机构和学术团体”、“统计资料”
等篇目的编辑为陆健；“抽水蓄能电站”、“大事记”两篇目由邴凤山供稿并编辑。
目录的英文翻译为陈秉良、李建国。
     本卷年鉴坚持政治的严肃性，历史的准确性，内容的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和连续性，对历史负
责，对后人负责。
编辑过程中力求资料翔实、语言规范、文字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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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我国水电进入新阶段1、特载 2、电力体制改革 3、三峡工程 4、西电东送 5、水力资源复查及
流域开发 6、抽水蓄能电站 7、工程勘测 8、水工设计 9、土建施工 10、机电及金属结构 11、南水北调
工程规划与进展 12、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 13、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 14、技术标准和技术图书出版 15
、水电建设管理 16、生产运行及大坝安全 17、环境保护与水库移民 18、水电工程效益 19、农村水电
及电气化 20、人物、机构与学术团体 21、统计资料 22、大事记 内容索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水电进入新阶段2003年我国水电建设取得骄人业绩：水电工程在建规模空前，全年大中型
水电机组投产创世界纪录，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实现了蓄水、通航、发电三大目标，西电东送工程进
展顺利，抽水蓄能电站发展迈开大步，农村水电建设成绩非凡；全国的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达9941万kW
，总量世界第一，即将跨亿万大关。
我国水电上了大台阶，达到高水平，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我国水电建设掀起新高潮2003年是电力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
经各方努力，一个政府宏观管理、监督机构依法监管、企业自主经营、行业协会自律服务的新的电力
工业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为电力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了水电的发展。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农村水电电气化、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等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
，各方面开发水电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我国水电建设掀起了新高潮。
新组建的电源公司积极做出相应的规划，三峡总公司加快了金沙江开发步伐，各地方也在选站点、上
项目。
目前，仅由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为首的设计集团支撑的在建工程项目就有6700万kW，前期工程
项目9300万kW，已审的储备项目3000万kW，正审的储备项目1800万kW；加上水利系统和各省的设计
单位所做的项目，水电建设规模空前。
2003年，我国扭转了近年来水电机组投产连年减少的局面，大中型水电机组安装投产了36台套667.6 
万kW，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加上农村水电，全年新增装机882.2 万kW，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9941
万kw。
在电力出现供不应求时，这些水电机组的投产，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2003年，我国完成了水力资源复查。
结果表明：理论蕴藏量的年发电量60829亿kW·h，平均功率6.9 4亿kW；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5.4 2
亿kW，年发电量24740亿kW·h；与1980年第三次普查成果比，分别增加了6.7 9／6、46.4 ％。
这次复查，评定了经济可开发量：装机容量为4.02亿kW、年发电量17534亿kW·h；还查出了小于复查
统计标准但可开发利用的小水电资源6279kW；并查清了未计人上述总资源量的台湾省水力资源，理论
蕴藏年电量为1020.7 亿：kW·h、平均功率1165.2 万kW，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504.8 万kW、年发电
量201.5 亿。
kW·h，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383.5 万kW、年发电量138.3 亿kW·h。
我国水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经过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我国水电技术有了巨大进步，目前有能力设计
、修建任何类型的大坝，能制造、安装和运行管理世界上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水电投资体制的改革，我国水电发展主要受资金制约的时期已经过去；国民经济持
续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电力需求大幅增加，作为清洁能源的水电，发展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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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2003年第8卷)》是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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