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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介了四川水利水电建设人才培养教育基地——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原成都工学院水利系) 的建立和发展, 着重介绍

了水利水电学院建立以来, 为把学院建设成为四川高级水利水电建设人才培养中心和水利水电科学研究中心, 在学科建设、专业

调整改造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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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 我们迎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华诞。建国 50 年来, 在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教育事业 50 年

的发展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

中国的巨大变化。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

各类建设人才。教育是基础, 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给

予了高度重视, 在残缺不全的旧高等教育体制的基

础上,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院系调整, 迈出了教

育改革的第一步。

在西南, 通过院系调整, 1952 年成立了成都工

学院, 建立了水利系, 并入了云南大学、贵州大学、重

庆大学、川北大学、西康技专、川南工专及乡建学院

等校系科的师生及设备。建系初期, 设有河川枢纽及

水电站水工建筑和水力动力装置 (后取消)两个四年

制本科专业, 为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对高级人才的迫

切需要, 还设置了两年制水利技术建筑和水文测验

专科。1956 年, 增设了陆地水文专业 (本科, 后改为

水文及水资源利用专业) , 随后于 1958 和 1959 年又

增设了农田水利和水利施工两个本科专业。

当时我国还缺少高等教育经验, 向苏联学习, 按

苏联教育模式制定了教育计划, 请苏联专家来华讲

学培训教师, 翻译出版教材, 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奠定

了基础, 培养出新中国自己的大学生, 满足了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对高级人才的需要。50 年代后期, 贯彻

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段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教学计划中加强了实践性环

节和生产劳动安排, 并结合生产进行毕业设计。

为加强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 水利系于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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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 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

究提供了实验基地。与此同时, 于 1959 年开始招收

研究生, 为培养高层次水电建设人才奠定了基础。

60 年代初, 开展了教育革命, 在制定的教学计

划中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 对教材进行改革, 开始组

织编写全国统编教材, 使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

实际密切结合。

“文革”时期, 高等教育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

坏。70 年代末, 在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 开始了高等

教育的新时期。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现代工业、现

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四个现代化总目

标和改革开放方针, 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本科

教育改革, 突出了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增设选课和

实行学分制; 专科教育增设成人专科, 对在职人员进

行培训, 提高素质。研究生教育与国际接轨, 实行研

究生学位制度, 研究生培养分为硕、博士两个层次。

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出了硕、博士培养计划, 从而建立

起了我国完整的高等教育制度。从 1982 年开始, 我

校水利系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 先后建立了水工

结构、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岩士工程、水文及水资

源以及水力发电工程五个硕士点和水力学及河流动

力学、岩土工程和水文及水资源三个博士点。此外,

经国家批准, 还先后设立了水利、土木和岩土工程两

个博士后流动站。80 年代初, 国家开始向国外派出

访问学者和留学生, 我校水利系先后派出访问学者

和留学生 60 余人。访问学者和部分留学生学成归国

充实教师队伍, 提高了教师队伍的素质并带回了国

外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经验。

针对西南地区水能资源丰富, 将大力发展水电

的特点, 为满足西南地区开发水电对高级建设人才

的需求, 1985 年, 水电部与学校联合办学, 在学校成

立了水电学院, 水电部投资修建了水电学院教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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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和实验大楼并增添了教学设备, 大大改善了办学
条件。新成立的水电学院增设了水力动力装置专业,

以满足大中型水电站对水动人才的需求。为适应高
层次水电建设人才培养和满足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工
程建设对科学研究的要求, 于 1988 年经国家计委批
准, 在我校建立了高速水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由国
家拨款增设了先进的大型实验装置和现代化的测试
仪器和设备, 为把我校水电学院办成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两个中心提供了实验基地, 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我校水利系从建立发展至今, 在为国家培养高
层次水电建设人才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

其中包括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长江三峡水利枢
纽工程、云南小湾、贵州天生桥、洪家渡, 省内龚嘴、
铜街子、二滩、宝珠寺、溪洛渡、紫坪铺等大型和巨型
水电工程以及省内外大量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委托研
究任务, 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特别是西南地区水电

建设作出了贡献。
从院系调整成立成都工学院建立水利系以来,

学校为国家水利水电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水利水电建
设人才, 教师队伍也不断壮大, 从建立水利系初期时
的 30 名教师发展到现在的水电学院教师和科研人
员达 135 人, 其中教授 27 人, 副教授 40 人。据不完
全统计, 已为国家培养专科生 1 300 余人, 本科生
5 700余人, 硕、博士 140 余人, 博士后流动站已完成
预定研究项目, 出站人员 11 人。

通过以上简短的回顾可以看出, 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 在党的领导下, 我校水利系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成绩辉煌。展望 21 世纪, 更充满信心, 在党的正
确领导下必将更上层楼, 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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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川应大力发掘水电资源优势

四川省水电资源非常丰富, 发展潜力很大。水电

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无污染能源, 也是一种廉价能
源, 其发电成本很低。按说水电可以大力发展, 但目
前由于种种不利因素制约了水电的发展, 具体有以
下几点:

(1)贷款期限短。日本、美国、挪威等水电发达国
家为鼓励发展水电, 对水电项目的还贷期通常定为

30 年, 而我们目前按规定只有 8 年, 即使延长也只
有 10 至 12 年。

(2)贷款利息太高。国家应像鼓励环保项目、防
洪项目一样鼓励水电这一清洁能源, 给予政策倾斜。
而目前水电开发的贷款利息无任何优惠政策。

(3)增值税率太高。水电成本较低, 增值幅度较
大, 且不象火电那样可用购煤的税来抵扣, 大中型水
电站的税率为 17% , 而小电站税率为 6%。较多地增

加了大中型水电站的财务费用。
(4)折旧率高。水电站寿命一般有几十年, 现在

有 70 至 80 年的电站还在正常运行, 水电厂只存在
技术更新, 不存在淘汰, 折旧率高加大了财务成本。

(5)水电站的综合利用投资, 如船闸、漂木道、水
利灌溉等均进入电站的总概算, 由电站的投资业主
承担, 这也较多地增加了工程造价。

(6)移民征地费用占电站投资的比重也比较大。
(7)还有其它多种纳税、交费。
由于上述诸多因素, 加大了水电造价和生产成

本, 从而影响到电价。高电价必定限制用户, 影响用

电量, 尤其在目前电量供大于求情况, 将加重电力市
场的疲软, 制约了新水电站项目的开发, 这种非良性
循环, 将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 我国出售电价与有些发达国家例如瑞典
不相上下, 但我国的工资水平却不到发达国家的十
分之一, 如此相比, 我们的电价相对于收入是较高
的, 因此, 影响生活用电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在英
美国家, 生活用电占总用电量的 34% , 欧洲及日本
占 24%～ 30% , 而我们仅占 9%。

我省一些高耗能企业如化工、冶金等行业, 由于
东南亚危机影响, 高耗能的产品价格下降, 按目前的
电价企业无力承受, 导致高耗能企业经营困难, 以致
关停, 使工业用电的大户用电量也上不去。

面对大量水电资源没有开发, 已建成的电站大
量弃水, 而我们有些地方尚不敢多用电。若鼓励多用
电, 多发展水电, 就应该降低工程造价, 继而降低电
价。要做到这一点, 仅靠项目业主的努力是不够的,

重要的应该有政府和金融政策的鼓励与倾斜, 针对
上述诸多制约水电发展的因素, 给以必要的政策, 譬
如降低贷款利息, 延长还贷期至 20 年以上, 减少税
费, 降低增值税率同小水电一样, 综合利用项目实行
投资分摊, 政府对征地移民费用给予适当补贴等。造
价降低了必将促进水电的快速发展, 从而为人民生
活和工业用电提供低价能源, 发展四川的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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