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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重庆高校设置水利 

水电工程专业的必要性研究 

周富春，许锡宾，周华君 
(重庆交通学院 河海系，重庆 4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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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 

施，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特殊的气 

候和地理条件，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t2,腹大 

患，水资源短缺及水利建设的严重滞后越来越成为 

我国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当前．水利 

水电建设任务非常繁重，急需大量的从事水利水电 

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科研的人才 重庆市 

虽然有太专院校 20余所 但还没有一所院铰力、有水 

6．端正了学生的治学态度。由于教研实践期 

间，学生面临毕业分配。有的学生在学习上下功夫 

不够，认为完成一篇论文没什么问题，由于教师的严 

格要求，这些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不少难以解决 

的问题。使他们认识到治学的严谨、严密，如果没有 

对知识的深人钻研和深刻理解，是无法完成课程论 

文的，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这些学生通过认真钻 

研，收集、查阅资料，终于按期交上了论文。 

7．克分发挥和挖掘 了学生的内在潜能。为了 

充分地发挥和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在三、四轮的教 

研实践中，我们特意选择了部分资料比较难找，比如 

12W低频功放器 MB3730的研究、直流锁相环马达 

控制电路 BA802的正确使用、大功率电力晶体管B 

值的动态变化等课题，这些题 kt学生只能依靠个人 

所掌握的知识去应用、研究．学生最终都如期交 l一水 

平较高的论文，充分发挥和挖掘了学生的内在潜能。 

8．培养了一支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师资队伍 

课程论文的写作首先要求教师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 

和较深的文化底蕴。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不仅 

要传授业务知识，而且要把人身观、价值观、思想方 

法、学习方法、优良作风、治学态度传授给学生，将教 

书育人融为一体。可以说，有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就一定会保证高素质的教学，就一定会培养出新世 

纪国家所需要的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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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电工程专业。下面结台当前的形势谈谈在我市 

设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必要性。 
一

、设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是我国水利水电建 

设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5O年来，水利水电建设取得了巨大 

成就，但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当前水利水电建设方面 

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I．洪涝干旱1及水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我国 

降水量的总趋势是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降水主 

要集中在夏季，固此，我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每年 7、8 

月份都要发生洪涝灾害。我国西北广大内陆干旱地 

区，正常年份降水在 200ram以下，特别是春冬季节 

干旱严重，严重影响大春的生产。我国大部分地区 

都有缺水的问题。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OO多座 

城市缺水，年缺水量约为 6o亿立方米，每年影响工 

业产值 2000多亿元。除城市严重缺水之外，农村缺 

水的问题更加突出。据统计，80年代全国农田平均 

受旱面积5．1亿亩，到9o年代增加到6．7亿亩，每 

年少收粮食 250亿公斤。当前全国农村还有 5000 

万人和数万头牲畜吃水难。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 

人口高峰的到来，工农争水、城乡争水的矛盾将日益 

激化。因此，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发展节水灌溉农 

业，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是广大水利工作者义 

不容辞的责任。 

2．水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 

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地开 

发利用资源，砍伐森林、陡坡开荒、乱挖滥采、乱倒滥 

弃，水土流失不断加剧。水土流失特点是分布广、面 

积大、危害重、治理难，同时贫困与水土流失互为因 

果，形成恶性循环。另外，目前全国废污水排放量已 

超过600亿吨，造成主要江河46．5％的河段、9o％以 

上的城市水域遭到污染。全国每年超采地下水 80 

多亿立方米，造成部分地区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和生 

态环境恶化。这些都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 

大的危害。因此，在大搞水利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 

水资源与人1：3、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要系统地防 

止水土流失，实现污水资源化。 

3．水利工程年欠失修。我国现有水利基础设 

施是未来5O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保障和物质基 

础．目前面I临着两大威胁：一是现有水利基础设施萎 

缩衰老；二是工程保安、维修、更新、配套任务大。据 

调查，全国 8万多座水库有 l，3存在不同程度的病 

险问题．影响防洪和蓄水兴利。从灌溉设施来看，许 

多灌区只修建了渠道、干渠和支渠，支渠以下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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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毛渠和相应的建筑物都修建不全，有的配套率不 

到20％；现有的设施，有50％的骨干建筑、40％的 

系建筑物和 32％的衬砌渠道被破坏。这些灌溉设 

施由于质量不好、配套不全 ，再加上维修管理跟不 

上，导致普遍老化、损坏严重、效益衰减的局面。如 

果未来5O年现有水利基础设施不能巩固、提高和充 

分发挥效益，那么现有水利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很 

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 

4．水电建设的不足。在水电方面，截止 1999 

年，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为64o。多万千瓦、年发 

电约2080亿千瓦时，约占可开发水能资源的 I8％。 

水电的优势是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廉价能源+应 

优先开发，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国水能资源集中 

在西南地区和黄河上游。在华东、华中地鉴大水电 

站已修建过半，还可修建大量中小型水电站；!l世 

纪主要在西南地区修建大型水电站。水电的弱势是 

投资较大，因此，水电经济政策要考虑加长投资偿还 

期，降低利率，尽可能开发利用水能资源。 

二、设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是西部大开发的需 

要 

新千年伊始，中央作出了举全国之力开发西部 

的决策。20130年 1月 23日在北京召开西部地医开 

发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加 

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坚持把承资源的合 

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位置的决定。这充分说 

明水利水电建设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十分稀缺，生态环境异常 

脆弱。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全部和内蒙古西部 ， 

总面积 35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 l／3强，水资源 

总量2Z54亿立方米，只占全国的8％ 另外，水资源 

的时空分布很不均匀。在空间分布上，新疆西北部 

50％的国土面积的承资源占全疆水资源总量 93％， 

而东南部50％的国土面积水资源量数仅为7％；在 

时间分布上，需求量大的春季，来水只占全年来水的 

20％，春寒问题突出。西北地区有水就有绿洲，水资 

源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西南地区虽然总体上说承资源丰富，但人平也 

不多，而且存在着季节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是冬春季 

节水量过少。西南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农业占了相 

当的比重，农民种庄稼主要靠天吃饭，因此，要改变 

这个局面，水利建设是重中之重。 

我国水能资源蕴藏丰富．理论蕴藏量约 6 8亿 

千瓦，其中可开发利用的约为3 8亿千瓦，而水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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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80％左右就集中在西部。虽然水电投资大，建 

设周期长，但建成后运行成本低，少污染，水力又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西部地区的水电建设任务 

还十分艰巨。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部地区发 

展的主要因素，要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就必须加快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把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摆在突出 

位置。因此，西部地区需要大量水利水电建设方面 

的人才，而西部水利类人才缺乏为在西部地区设置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提供了机遇。 

三、设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是重庆市的需要 

重庆市面积 8．2万平方公里，辖 43个区(市) 

县，1996年末总人口3022．7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445．6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8o，91％。重庆的水资 

源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水资源相对不足。域内人均 

径流量是全国人均水平的 2／3，长江、嘉陵江、乌江的 

过境水源虽然丰富，但园地形起伏变化大，输水管线 

长，工程投资巨大，开发利用十分困难。二是时空分 

布严重不均。大部分洪水难以拦蓄利用，另外，大部 

分地区存在严重的春寒，而且每隔一两年要发生夏 

旱、伏旱、秋旱，严重影响了小麦、玉米、水稻的生长。 

三是开发利用水平低。全市水资源总量每年5l1．4 

亿立方米的左右，到目前为止工程蓄引提水能力仅 

为38亿立方米 ，同时在实际利用中损失浪费极大。 

四是水源涵养差，水体污染重。域内水土流失严重， 

占幅员面积 52．8％；各种因素导致的污染呈加剧之 

势，现近 1／4河流的水不能饮用，部分时段连用作农 

灌都成问题。五是开发利用水资源缺乏全面的战略 

考虑。 

当前重庆面临三大机遇。一是西部大开发。中 

央明确提出了西部开发首先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的 

建设。重庆属于西部，不能例外。二是直辖市设立。 

重庆市与其它三个直辖市不同，是大城市、大农村，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所占比重非常大，要发展农业， 

必须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三峡工程的建 

设。三峡工程给重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那 

就是要优先保证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不致恶化，而 

且要进一步改善，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水利设施的 

建设，离不开水土保持。 

以上充分说明，重庆市要发展必须加强水利基 

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水资源的管理 要达到这一目 

标，需要大量的既懂管理又懂技术的水利人才，所以 

在重庆高校设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是必要而又必须 

的。 

四、设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合理性 

1．水利行业厦 国内水利水电二程专业的基本 

情况。截止 1998年，水利行业有职工约 I 80万人 ． 

其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职工的比例只有 24％+具有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职工所占的比例更少，职工的学 

历明显偏低，低于全国其它行业的平均水平 另外． 

水利行业的绝大部分职工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只适 

于传统水利的要求，而传统水利已不能满足当今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2I世纪的水利应该是融人人 

口、资源、环境的大系统 以水资源的台理开发利用 

和有效保护为目标的资源水利+应该是防洪、供水、 

灌溉、水电、水保统筹部署，综合利用，全方位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利 因此，为水利行业提 

供高素质适应 21世纪需要的人才+是高校义不容辞 

的责任。 

我国各类高校上千所，但办有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的高校数目不到 2O所，主要有清华大学、武'=叉水 

利电力大学、四川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海大 

学 天津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等，这与当前水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占的 

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重庆市的高校2O余所．目 

前为止，没有一所办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只有重庆 

交通学院办有相近的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々业。因 

此，应尽快立足本市筹办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2．市场对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人才的需辜情况 

我国农业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全国范尉内需 

要大量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人才．而我国办有水 

利水电工程专业的高校偏少，使得这一矛盾加尉。 

可以这么说，全国都需要水利类人才，尤其在广大农 

村 ，具有本科以上的水利人才鲜见。重庆市是大农 

村 、大城市，需要大量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人才 

因此，根据我院的特点设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为基 

层培养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完 

全能解决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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