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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长义编著的《水电项目协调开发模式与综合评价》针对当前我国水电开发现状，在分析总结国内外
水电开发经验的基础上，就水电开发在水库穆民、生态环保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全
面梳理和系统分析，论证了水电在我国能源战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建立了一
套基于随机赋权法的水电项目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了水电开发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模式
，在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为水电协调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可操作性较强的对策和政策建议，可为
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水电项目协调开发模式与综合评价》可供能源电力行业分析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水电企业经营管理
者阅读，也可供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关心支持水电发展的社会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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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水电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
同时，我国经济整体环境愈来愈好，资金环境和融资条件越来越宽松，也为水电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外部条件。
尤其是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投资主体更趋多元化，竞争必将有力地推动水电的发展。
实施全国联网为发挥水电的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促进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国家制定了“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发展
战略，大力推进跨区输电、跨区联网。
随着全国联网的逐步形成，水电的消纳市场在不断扩大，全面开发水电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伴随着国家电力管理体制、投
资体制以及水电开发运营体制的改革，我国水电开发逐步迈向市场化道路。
但政府在水电开发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层面支持力度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　　（1）投资审批程序
复杂。
投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本是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进步，减少了综合规划部门的行政审批，加强了
职能管理部门（如环保、安全、资源、土地等）的管理职能，但却由此导致审查周期过长。
过去项目业主只要跑发改委一家即可，现在则要到各有关部门去办各种许可，大大增加了申报的工作
量。
投资体制改革后，国家对水电项目实行核准制，项目业主要到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办理各种手续和批
文，必须完成并通过征地、移民和环评等规划后，发改委才能对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核准。
由于核准制下取消了预可研审批和项目立项，造成电力市场规划、征地、移民、前期筹备等工作缺乏
开展的依据，给水电工程的前期工作、立项申请、施工筹建和施工准备提出了新的要求。
按照现行制度，水电项目需政府核准后才能开工建设，但由于大型水电项目的前期准备周期较长，如
果等政府核准之后再开始前期准备，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程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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