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9�����:���
/(��*9

��
����

	
	


����

20252025年年77月月2424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5年7月24日（星期四）

2025年7月24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周志彬 ●版面設計：黃力敬文 匯 專 題A9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外交部網站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23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應詢表示，雅下水電工程建設有利於全流域
防災減災，不會對下游地區產生不利影響。
有記者問，印度和孟加拉國對中方在西藏實施

的水電工程表達了關切，非政府組織亦就該項目
可能影響生物多樣性和人民福祉表達了擔憂。外
交部對此有何回應？中方是否已就大壩建設和對
下游的影響同周邊國家進行了溝通？

郭嘉昆表示，雅下水電工程建設是中國主權範
圍內的事，旨在加快發展清潔能源，大力改善當
地民生，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中方在跨境河流開
發上始終秉持高度負責任的態度，也有豐富的水
電工程開發經驗。
他指出，雅下水電工程規劃設計和建設，嚴格

按照中國行業最高標準，全方位開展工程建設、
生態環保，避讓多處重要生態環境敏感區，最大
限度保留原始生態系統。雅下水電工程建設有利
於全流域防災減災，不會對下游地區產生

不利影響。
郭嘉昆說，中方同有關下游國家開展了水

文報汛、防洪減災等合作，也就雅下
水電工程進行了必要溝通，將繼
續同下游國家加強合作，
造福流域人民。

外交部：雅下水電工程不會對下游地區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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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雅魯藏布江奔騰的流水正被賦予

新的使命。近日，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正式開工，這

項總投資超萬億元人民幣的超級工程，不僅標誌着中國能

源轉型邁入新階段，更以生態保護與區域協同發展的創新

模式，為全球能源治理與合作提供中國方案。多位受訪專

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雅下水電工程建成後，將可有效緩

解周邊國家能源貧困，推動周邊國家經濟民生發展。同

時，「水霸權」不是也決不會成為中國的選項，中方始終

就水電工程開發同下游國家保持良好溝通與合作，相信雅

江工程可成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紐帶，實現互利共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能
源低碳發展關乎人類未來。工業革命以來，化石能
源大規模開發利用有力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但也
產生資源枯竭、氣候變化、地緣政治衝突等問題。
加快能源轉型發展，實現能源永續利用，持續增進
民生福祉，為世界經濟提供不竭動力，已成為各國
共識。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這個全球最大的水
電站，將為世界能源轉型提供一份「中國方案」。
近年來，中國能源含「綠」量不斷提升，推動清潔
能源發展進入快車道。10年來，中國新增清潔能源發
電量佔全社會用電增量一半以上，可再生能源新增裝
機年均佔全世界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的40%以上；中

國成為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累計節約
能源消費約14億噸標準煤，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30
億噸；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超過
36%，累計淘汰煤電落後產能超過1億千瓦……中國
持續推進自身能源轉型，綠色低碳發展實現歷史性突
破，有力保障了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走出中國特色能源轉型路
去年8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能
源轉型》白皮書指出，中國走出了一條符合國情的
能源轉型之路。立足於高質量發展、着眼於生態文
明建設、服務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能源轉型的

「中國方案」，回答了世界之問、時代之問，展現
了中國之治、大國擔當。
多年來，中國因地制宜開發水電，科學統籌水電

開發和生態保護，有序推進大型水電基地建設和大
型水電站升級改造。而作為全球裝機容量最大的水
電項目，雅魯藏布江水電可替代標準煤，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直接助力中國2060年碳中和目標實現。
有專家認為，雅下水電工程的實踐不僅重塑區域

發展格局，更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發展與安全
並重」的合作模板。同時，工程還有望帶動中國同
南亞國家的跨境能源合作，向他們出口清潔電力，
為全球水電開發提供中國方案。

雅魯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
流，穿越地球上最長和最陡峭的峽

谷，擁有亞洲最豐富的未開發水資源。
雅下水電工程所處位置河段落差大，是
全球罕見的「水能寶庫」。項目預計裝
機規模約6,000萬千瓦，每年可提供近
3,000億度的清潔、可再生、零碳電力，
足以滿足逾3億人年度用電需求。

跨境電網可向鄰國輸出能源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
副院長董煜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表
示，雅下水電工程本身不消耗水，只
利用水的勢能發電，對流域的總水量
沒有負面影響。項目建成後，將使河
流徑流的年分布更加均勻，有利於下
游國家的水資源開發和防災。
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
長于今在《國家智庫》發布文章，提
出雅魯藏布江下游靠近中印緬孟經濟
走廊，工程建成後可通過跨境電網向
尼泊爾、孟加拉國等南亞國家輸出清
潔能源，打造「中國—南亞綠色能源
走廊」。通過能源合作緩解區域能源
貧困，增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互
信。此舉不僅拓展中國清潔能源市
場，更將「一帶一路」從「基礎設施
聯通」升級為「綠色發展共同體」。

水電開發兼顧下游關切
近年來，在氣候變化加速的背景

下，全球極端天氣事件更加頻繁，強
度更高，影響範圍更廣。董煜表示，
雅魯藏布江下游的水電開發是基於適
應氣候變化、履行碳達峰碳中和目
標、推動綠色能源轉型和社會經濟發
展的實際需求而採取的務實行動，符
合上游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利。
他指出，中國作為大壩和水電技術

領域的領先國家之一，已形成世界上
最先進和完整的產業鏈，以及健全完
善的技術標準體系。在水電開發方
面，中國始終秉持負責任的態度，充
分考慮水電開發與生態保護的需求，
充分兼顧對下游地區的可能影響以及
相關國家的合理關切。

「水霸權」不會成中國選項
中國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不

追求單方面利益最大化，更不會做損
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水霸權」
不是也決不會成為中國的選項。事實
上，中國一直以負責任態度和務實行
動應對跨境水資源問題。中國與周邊
國際河流流域國家已經簽署了50多個
雙邊水資源治理條約及協議，建立了

10 多個
以合作開發、
生態保護為核心的
國家間跨境流域治理機
構。以瀾滄江為例，中方作為
上游國家，始終就開發有關水利水
電工程同下游國家保持良好溝通與合
作，實現了互利共贏的效果，並得到
各方積極評價。
在于今看來，雅下水電工程的生態
保護模式可作為全球大型工程與生態
協調的模板。他認為，未來可將能源
合作延伸為跨境生態、減災等領域的
多邊合作，通過跨境水資源合作與能
源互聯互通，雅江工程可成為「周邊
命運共同體」的紐帶，構建「穩定、
合作、共贏」的地緣新秩序，推動
「競爭型地緣關係」向「合作型地緣
關係」轉型。
專家指出，雅下水電工程有助於提
升中國在邊境地區的影響力，通過跨
國電網互聯，未來或向東南亞、南亞
輸送清潔電力，促進區域能源合作與
地緣經濟整合。于今相信，在經濟合
作層面，該工程有利於促進區域經濟
一體化，推動各國在水電等多領域合
作，帶動經濟增長，吸引投資促進區
域繁榮。

特稿

去年底，中方正式核准了雅下水電工
程，當時有印度媒體擔心中國將通過修
建該水電站控制下游河流的水流量。清
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董煜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雅魯藏布江下
游的水電開發是基於數十年的綜合研究
和嚴謹的科學論證之上的，充分考慮了
地質環境，嚴格遵守青藏高原生態保護
方面的法律。其開發規劃避開了流域內
高風險地質災害區域和重大地質災害
鏈，明確了項目安全和生態保護措施。
因此，該項目不僅不會對下游地區產生
負面影響，反而還有利於流域治理以及
沿岸國家間的互利共贏合作。
「在項目開發的同時，中國在建立和
完善流域的氣象、水文、地質災害監測
系統，使災害預警和預報更加精確且實
時，從而增強下游地區的防災減災能
力。項目建成後可以有效減少江水對河
谷的急速深切剝蝕，使河流地貌演化逐
漸趨於緩慢、穩定，最終會減少地質災
害的發生，將使相關沿岸國家受益。」
董煜說。

工程可助下游國家減災
今年初，中國駐印度使館官員曾在印
主流媒體發表題為《助力綠色目標—雅
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不會傷害印度》
的署名文章指出，雅下水電開發在工程
安全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都有相應保
障措施，不會對下游國家造成不良影
響。項目建成後，可以通過「雨季蓄
洪、旱期放水」使得徑流在年內的分配

更加均勻，幫助下游防洪減災。
2006年，中印建立跨境河流專家級機制，就

水文報汛、防災減災等開展合作。中方多次在突
發情況時向印方提出水文數據，為印方採取防洪
減災措施提供了有力支持。據內地媒體早前報
道，中國向印度提供汛期水文資料，妥善處置了
2004年西藏朗欽藏布支流發生的堰塞湖堵塞、
2008年雅魯藏布江幹流山體滑坡及2018年雅江
洪水等突發應急事件，為下游防災減災作出的積
極貢獻，得到了雙方領導人的認可。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金磚國家研究中心主任沈逸
教授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指出，中國建設雅魯藏布
江下游水電工程的核心邏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礎之
上，其意義遠超單一能源項目範疇。這一工程既是
解決國內能源需求的關鍵舉措，更是為全球氣候治
理展現的大國擔當。

從技術層面看，沈逸指出，雅魯藏布江水電工程
的核心目標直指全球氣候治理的迫切需求——作為
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通過實際行動履行
碳達峰承諾，而雅魯藏布江水電工程正是這一承諾
的具象化體現。數據顯示，該工程預計年減排二氧

化碳達數億噸。

中方秉持共享發展理念
就區域與流域治理維度而言，雅魯藏布江水電工

程的綜合效益將形成多贏格局。沈逸分析，對中國
而言，工程不僅將強化中長期能源安全，更通過配
套交通網絡建設提升邊境地區發展動能；對雅魯藏
布江流域國家而言，水電站如同「定製化的區域性
公共產品」，既能通過跨境電網接入直接獲得清潔
電力，更能借助流域水文調節能力提升應對旱澇災
害的水平。沈逸提到，中國在工程建設中始終秉持

「共享發展」理念——一旦技術成熟，將優先向發
展中國家輸出，助力全球綠色能源轉型，這種向世
界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的模式與某些國家的技
術封鎖形成鮮明對比。

沈逸特別指出，中國在大工程中的系統性基建能
力與氣候變化應對能力，通過雅魯藏布江項目得到
進一步凸顯。從水文數據共享到防洪減災合作，從
技術輸出到產能共建，中國始終以公共利益為導
向，既為自身發展注入動力，更為區域乃至全球治
理提供新範式。這種「於公於私皆有益」的實踐，
正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實質性推進人類命運共
同體建設，為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貢獻中國
智慧與中國方案的生動寫照。

中國電力
出口東南亞國家（部分）

為世界能源變革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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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下水電工程：區域治理公共產品專家解讀

整理︰香港文匯報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任芳頡任芳頡

●雅下水電工程有利於流域治理。圖為2018
年，雅魯藏布江發生大規模冰川泥石流災害，
堵斷雅魯藏布江幹流並形成堰塞湖，危害下游
國家。 網上圖片

●●雅下水電工程建成後雅下水電工程建成後，，可通過跨國電網互聯可通過跨國電網互聯，，未來或向東南亞未來或向東南亞、、南亞輸送清潔電力南亞輸送清潔電力。。圖為中國內陸跨省特高壓輸電工程圖為中國內陸跨省特高壓輸電工程。。

●雅魯藏布江下游靠近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工程建成後可
通過跨境電網向尼泊爾、孟加拉國等南亞國家

輸出清潔能源。圖為國家電網建設
變電工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