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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包和平同志的这本专著——《工程的社会研究：三门峡工程中的争论与解决》，是他在清华大学就读
博士研究生期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改而成的。
“工程的社会研究”，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说属于工程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关于工程社会学案例研究的学术专著。
这一研究成果已引起国内专家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工程实践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不仅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可以说，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工程而实现的。
随着工程实践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剧增，国际学术界对有关工程的研究也日益重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程既不仅仅是“科学的应用”，也不单纯是“技术的集成”，它是技术、经济
、政治等技术要素与非技术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的过程。
20世纪后期以来，出现了对工程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包括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
、历史学、政治学等）研究。
正如美国学者加里·李·唐尼所说，“我们关注的是对工程的经验研究。
根据我们的判断，工程研究进一步的概念发展，关键取决于持续的经验研究以及这种研究的积累和增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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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和决策、设计、原建、改建和运用过程中的争论和解决进行了梳理
，旨在揭示该工程活动中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以期加深对工程中社会因素重要性的认识
，并为工程政策的制定和工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规范化提供借鉴。
    首先，通过对三门峡工程前期规划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以及苏联专家在规划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系
统考证，明确指出建国初期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解决关于三门峡工程规划和决策的争论所起的
作用。
    其次，介绍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形成过程中关于三门峡工程的技术指标和功能的争论，指出争论背
后的认识和社会原因，以及在解决争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再次，三门峡工程建成运行初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一场关于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争论。
工程运用的实践和争论导致各方对黄河的水沙运行规律、特征和工程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反思了
《规划》报告和设计方案中存在的错误。
最终在以国务院领导出面协调各方意见，并以形成折中方案而平息了争论。
    最后，三门峡工程经过运行方式的改变和两次成功改建后，在取得社会和工程技术效益的同时，也
带来库区移民和生态环境问题等负面效应，这些正负效应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引起了各方对利
益格局的重新思考，这是引发当前关于三门峡“存废”之争的主要原因。
    反思三门峡工程中的上述争论及其解决机制，本文认为：工程是在技术提供可能性基础上的社会建
构的过程与结果。
　　关键词：三门峡工程；社会研究；争论；社会建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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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1.1 选题背景“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是书写在“万里黄河第一大坝”——
三门峡水库大坝上的一句宣传标语，它言筒意赅地表明了，黄河流域的治理与开发在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社会政治稳定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也表达了新中国广大人民
群众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简称，三门峡工程）所寄托的深切希望，还表达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三门峡工程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列入当时苏联援华“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的惟一的一项
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在中央政府几乎是聚集全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巨型工程
，在它的规划和决策、设计、原建、改建以及运用至今的过程当中，却始终都处于人们的质疑和争论
当中。
自2001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行后，围绕着三门峡工程的争论甚至一度演变为关系三门峡水库“存与废
”的争论，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自2003年秋季渭河下游发生“小水大灾”以后，更是
把这一历时长久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问，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为何要聚集全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建
造三门峡水库呢？
三门峡工程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和工程技术条件下规划和决策的?为什么围绕三门峡工程的争论会经
久不衰，在三门峡工程的不同阶段发生的争论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有哪些人参与到这些争论当中，
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如何得以表达的，哪些因素对引发和平息争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社会的
角度，通过对三门峡工程规划和决策、设计、原建、改建以及运用至今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争论与解决
的分析和研究为主线，尝试着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一种解答。
2003年秋季，在渭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
据统计，此次洪水造成渭河流域多处堤坝决口，数十人死亡，成灾人口515万人，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
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然而专家们指出，此次渭河洪峰最高流率只有3700m3/s，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率，但却造
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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