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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际合作精神:
以伊泰普水电站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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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举世闻名的伊泰普水电站位于巴西与巴拉圭之间的

界河———巴拉那河上ꎬ 该水电站的建设始于 １９７５ 年ꎬ 耗时 １６ 年完

工ꎬ 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水电站ꎮ 伊泰普水电站由巴西与巴拉圭两

国共建、 共享、 共管ꎬ 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水电

站建设本身带动了两国尤其是巴拉圭的经济发展ꎻ 电力生产能够满

足巴拉圭绝大部分用电需求和巴西 ２０％以上的用电需求ꎻ 水电站兼

具防洪、 航运、 灌溉、 渔业、 旅游及生态改善等综合效益ꎬ 促进了

附近地区新兴城市的发展和两国科技能力的提升ꎮ 伊泰普水电站之

所以能够成功建成并发挥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ꎬ 主要在于两国能够

捐弃历史积怨ꎬ 直面现实与未来ꎻ 在开发协议中规定了平等互利的

条款ꎻ 在水电站建设初期和投入运营之后ꎬ 两国领导人都能够妥善

处理双边争议ꎬ 不断化解矛盾和危机ꎮ 同时ꎬ 伊泰普建设者热心传

播技术和经验ꎬ 帮助中国三峡工程的建设ꎮ 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和

运行中体现出积极的国际合作精神ꎬ 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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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术界对拉美的认知并不一致ꎬ 正面和负面的观点都有ꎮ 其中有一

种观点认为ꎬ 拉美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的只有失败的教训ꎬ 没有成功的经

验ꎮ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ꎬ 尽管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比较坎坷ꎬ 的确有

很多失败的教训ꎬ 但在不同时期、 不同国家及不同行业ꎬ 也有一些成功的经

验值得世人去学习和借鉴ꎮ 本文试图展现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成功案例ꎬ
即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ꎬ 其中所体现的国际合作精神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和发

扬光大ꎮ

一　 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效益

举世闻名的伊泰普水电站位于巴西与巴拉圭之间的界河———巴拉那河上ꎬ
该水电站的建设从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开工ꎬ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５ 日第一台机组发电ꎬ 到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第 １８ 台机组运行ꎬ 耗时 １６ 年完工①ꎮ 在当时ꎬ 它是世界上第一大

水电站②ꎬ 总装机容量为 １２６０ 万千瓦ꎬ 年平均发电量为 ７５０ 亿千瓦时ꎮ ２００２
年又扩建了两台 ７０ 万千瓦的机组ꎬ 装机容量扩大到 １４００ 万千瓦ꎬ 年均发电

量达到 ９００ 亿千瓦时ꎮ 伊泰普大坝全长为 ７７６０ 米ꎬ 其中主坝为双支墩大头

坝ꎬ 长 １０６４ 米ꎬ 最大坝高为 １９６ 米ꎮ 大坝建成后形成的伊泰普水库面积为

１３５０ 平方公里ꎬ 正常高水位 ２２０ 米ꎬ 总库容为 ２９０ 亿立方米ꎬ 坝顶高程 ２２５
米ꎮ 巴拉那河流域降雨丰沛且季节分布相对均衡ꎬ 水电站几乎可以全年开足

马力发电ꎬ 直到 ２０１３ 年伊泰普的发电量仍居于全球首位ꎮ
伊泰普水电站建设的工程总量为: 搅拌混凝土 １１８０ 万立方米ꎬ 开挖土方

２５４０ 万立方米ꎬ 开发石方 ３４７０ 万立方米ꎬ 填石 １６９０ 万立方米ꎬ 填土沙反滤

等 １１８０ 万立方米ꎮ③ 施工阶段ꎬ 伊泰普变成了一个 “综合工业基地”: ２ 个碎

石中心ꎬ ６ 个混凝土制作中心ꎬ 两个制冰厂 (用于冷冻水泥ꎬ 使之浇灌时保

持 ６ 摄氏度的温度以防开裂)ꎬ ７ 条长 １４２０ 米的空中运输电缆车ꎬ 有 ６００ 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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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５ 日首台发电机组投入运营的时间定为完工时间ꎮ
中国三峡水电站于 １９９４ 年正式动工兴建ꎬ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蓄水发电ꎬ ２００９ 年全部完工ꎮ 但

三峡水电站的 ３２ 台机组并没有全部投入运行ꎬ 直到 ２０１４ 年发电量才达到 ９８８ 亿千瓦时ꎬ 首次居全球首

位ꎬ 此前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伊泰普水电站连续两年保持发电量为 ９８０ 亿千瓦时ꎬ 持续居于全球首位ꎮ 因

此ꎬ 从发电量的角度看ꎬ 伊泰普世界第一大水电站的位置直到 ２０１４ 年才被中国三峡水电站取代ꎮ
陈明致: «巴西水电考察综述»ꎬ 载 «东北水利水电»ꎬ １９９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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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械参加作业ꎮ① 在工程高峰期ꎬ 在建工地的合同工人达到 ３ 万人②ꎬ 其中

半数是巴拉圭人③ꎮ 至 １９９１ 年ꎬ 水库建设累计全部直接投资为 １１２ ４ 亿美元ꎬ
加上利息支出 １２１ ６ 亿美元ꎬ 合计实际总投资达 ２３４ 亿美元④ꎮ 在 １９７４ 年两

国委托美国和意大利的两家电力咨询公司联合编制的 «伊泰普水电站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中ꎬ 按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价格水平估算的工程建设费用 (静态投资)
为 ２３ ４９ 亿美元ꎬ 加上施工期贷款利息和财务费用 ７ ５４ 亿美元ꎬ 预计总投资

为 ３１ ０３ 亿美元ꎮ 但由于这十几年来通货膨胀和利息增长的影响ꎬ 实际总投

资为预计投资的 ７ ５ 倍ꎮ⑤ꎮ
伊泰普水电站由巴西与巴拉圭两国共建、 共享、 共管ꎬ 从开工之日便开

始发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ꎬ 时至今日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ꎮ
第一ꎬ 由于水电站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ꎬ 水电站建设本身

就带动了两国尤其是巴拉圭的经济发展ꎮ 在伊泰普工程的吸引下ꎬ 巴拉圭东

部边境地区成为外资青睐的地方ꎬ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 年ꎬ 每年流入巴拉圭的外资达

２ ５ 亿美元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巴拉圭的工厂从 ５８００ 家增加到 １ ８ 万多家⑥ꎬ
制造业部门年均增长率为 ８％ ꎬ 建筑业超过 １１％ ꎬ 运输业超过 ９％ ꎮ 巴拉圭经

济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ꎬ １９７３—１９８２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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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京: «举世无双的伊泰普水电站»ꎬ 载 «世界知识»ꎬ １９７９ 年第 １８ 期ꎬ 第 ２０ 页ꎮ
Ｊｏｈｎ Ｈｏｗ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ꎬ Ｉｔａｉｐｕ: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ｔｏ Ｐａｒａ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ꎬ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ꎬ １９５４－１９８９ꎬ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２ 作者对

１９７６—１９８９ 年各个建筑公司雇佣的合同工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ꎮ 也有资料提到高峰期工地员工达

到 ４ 万人ꎮ
Ｒ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ｉｃｋ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ｔａｉｐú Ｈｙｄｒｏ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１５
吴敬儒、 杨睦九: «伊泰普水电站建设资金的筹措及管理»ꎬ 载 «水力发电»ꎬ １９９２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６４ 页ꎮ
张志会、 贾金生: «水电开发国际合作的典范———伊泰普水电站»ꎬ 载 «中国三峡»ꎬ ２０１２ 年

第 ３ 期ꎬ 第 ７２ 页ꎮ 关于建设成本有多种说法ꎬ 但吴敬儒和张志会两文中的资料来源较为可靠ꎮ 张志会

和贾金生是较早关注伊泰普水电站开发中国际合作精神的学者ꎬ 但他们此文中有一处重大错误ꎬ 即将

瓜伊拉瀑布误作伊瓜苏瀑布ꎬ 说伊瓜苏瀑布又名塞特凯达斯瀑布 (Ｓｅｔｅ Ｑｕｅｄａｓ)ꎮ 其实ꎬ Ｓｅｔｅ Ｑｕｅｄａｓ 是
葡萄牙语的 Ｔｈｅ Ｇｕａｉｒａ Ｆａｌｌｓꎬ 西班牙语是 Ｅｌ Ｓａｌｔｏ ｄｅｌ Ｇｕａｉｒａꎬ 即瓜伊拉瀑布ꎬ 跟伊瓜苏瀑布不是一回

事ꎮ 作者在文章中写到ꎬ 大坝修成之后ꎬ 伊瓜苏瀑布就被淹没了ꎮ 这一错误被传播ꎬ 以至于目前百度

百科 “巴拉圭” 词条、 不少网络文章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列国志巴拉圭» 一书中都犯

了同样错误ꎮ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ꎬ 徐壮飞等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 ８ 卷)ꎬ 北京: 当代世界出

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２６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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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８％ ꎬ 是 ６０ 年代的两倍ꎬ 并高于其他大多数拉美国家ꎮ① 经济繁荣加上伊

泰普工程提供的就业机会ꎬ 使得巴拉圭的失业率降为 １ ２５％ ꎮ
第二ꎬ 伊泰普水电站为满足两国电力消费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ꎬ 巴拉圭 ７５％的电力来自燃煤ꎬ 其余 ２５％来自燃油ꎬ 但巴拉圭的燃油全部

依赖进口ꎮ １９６８ 年巴拉圭开始建造第一座水电站———阿卡拉伊 (Ａｃａｒａｙ) 水

电站ꎬ 到 １９７３ 年完工ꎬ 但该水电站只能满足全国 ３％ 的用电ꎮ 巴西则是煤炭

和石油资源均缺乏的国家ꎬ 其石油长期依赖进口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石油危机

对巴西提出了严峻挑战ꎮ 而伊泰普水电站的电力则满足了巴拉圭全国 ９０％ 的

用电和巴西 ２０％以上的用电②ꎬ 以绿色环保能源帮助两国解决了能源危机ꎮ
第三ꎬ 除发电外ꎬ 伊泰普水电站还兼具防洪、 航运、 灌溉、 渔业、 旅游

及生态改善等综合效益ꎮ 面积达 １３５０ 平方公里的伊泰普水库成为人工饲养鱼

类的重要产地ꎮ 伊泰普水电站的鱼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鱼道之一ꎬ 全

长 １０ 公里ꎬ 其中自然鱼道 ６ 公里ꎬ 人工修建的鱼道 ４ 公里ꎬ 整个鱼道蜿蜒曲

折ꎬ 每年帮助 ４０ 余种鱼徊游产卵ꎮ 该鱼道建成于 ２００２ 年年底ꎬ 耗资 １２００ 万

美元ꎬ 整个系统已成为巴西其他一些水电站的范例ꎮ③ 为了保护库区环境和吸

引游客ꎬ 伊泰普公司还额外征用了水库周边平均 ２００ 米宽的土地ꎬ 以保护水

体本身和陆地自然生态系统ꎮ 在这个总面积达 ６ ３ 万公顷的环境保护带内ꎬ
已栽种了 １４００ 多万棵树ꎬ 建立了 ７ 个自然生态保护区或生物庇护所ꎬ 使得

４００ 多种鸟类和 ６２ 种哺乳动物在此得以生存ꎮ④ 在伊泰普水库内ꎬ 还建成了

多处人工沙滩ꎮ 伊泰普水电站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ꎬ 据统计ꎬ 从

１９７７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来此参观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２０００ 万人ꎮ⑤ 两国毗邻地

区同样共享着伊泰普所带来的其他好处ꎬ 尤其是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ꎮ
第四ꎬ 促进了临近地区新兴城市的发展ꎮ 在伊泰普水电站建设的促进下ꎬ

巴西—巴拉圭—阿根廷边境三角地带出现了三个新兴城市ꎬ ２０１０ 年人口达到

了 ７０ 多万人ꎬ 其中巴拉圭东方市的人口从 １９７２ 年的 ７０６９ 人增长到了 ３５７４７６
人ꎬ 巴西福斯多伊瓜苏市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１２０００ 人增长到了 ３４７４２１ 人ꎬ 而原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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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ｎｉｓ Ｍ Ｈａｎｒａｔ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Ｗ Ｍｅｄｉｔｚ ( ｅｄｓ )ꎬ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ꎬ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ꎬ ｐ ４４

Ｊｏｈｎ Ｈｏｗ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ꎬ Ｉｔａｉｐｕ: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ｔｏ Ｐａｒａ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ꎬ Ｂｒａｚ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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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更少的阿根廷的伊瓜苏港口市也增长到了 ３３６０６ 人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巴

拉圭政府决定在东方市建立自由贸易区ꎬ 随后大量国内外移民来到这里ꎬ 现

今这里已经是仅次于首都亚松森的第二大城市ꎬ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巴西

边境跨过友谊桥来到巴拉圭参观、 购物和做生意ꎮ① 福斯多伊瓜苏市是巴西仅

次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第三大旅游城市ꎬ 伊泰普水电站和伊瓜苏瀑布一

起带动了这里旅游业的发展ꎮ 伊瓜苏港口市距离福斯多伊瓜苏市的商业中心

区只有 ６ 英里ꎬ 是从阿根廷一方参观伊瓜苏瀑布的旅游者选择落脚和娱乐的

地方ꎬ 也是新兴的旅游城市ꎮ
第五ꎬ 伊泰普水电站建设和运行中对高科技的需求提升了两国的科技能

力ꎬ 在当地建立了高水平的教育和科研中心ꎬ 并为当地社区提供了科技培训ꎮ
伊泰普水电站在巴拉圭一侧建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ꎬ 负责指导实施环境保护

与教育的计划ꎬ 旨在使人们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有效方法ꎮ 在巴西

一侧建立了伊泰普生态博物馆ꎬ 旨在让人们了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ꎬ 并

在整个社区内开设了加强环境教育的课程ꎮ 另外还建立了一个环境研究中心ꎬ
它在环境保护区内建立了先进的技术设施ꎬ 还提供 ３９ 份奖学金以鼓励在伊泰

普库区开展环境研究ꎮ②

伊泰普水电站以其规模巨大和发电量最多而在 １９９４ 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师

协会列为当今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③ꎬ 它不仅是一项优质工程项目ꎬ 也是一项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工程ꎮ

二　 伊泰普水电站建设中的国际合作精神

伊泰普水电站工程建设中体现出良好的国际合作精神ꎬ 这是该工程能够

顺利建成和运行的根本原因ꎮ 这种国际合作精神主要体现在: 巴拉圭与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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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能够捐弃历史积怨ꎬ 直面现实与未来ꎻ 平等互利ꎬ 共同开发ꎻ 与时俱进ꎬ
不断化解两国关系危机ꎮ

(一) 捐弃历史积怨ꎬ 直面现实与未来

历史上ꎬ 巴拉圭与巴西之间曾埋下了极为深刻的积怨ꎮ 早在 １８６４—１８７０
年间ꎬ 在巴拉圭境内曾发生了一场史称 “巴拉圭战争” 或 “三国联盟战争”
的大战ꎬ 是以巴西为首的三国联盟 (包括阿根廷和乌拉圭) 为一方、 巴拉圭

为另一方的战争ꎬ 这场战争是南美历史上耗时最长、 最为惨烈的战争ꎮ 战争

的根本原因是巴拉圭的领土安全问题ꎬ 直接原因是由于巴拉圭支持乌拉圭的

白党政府ꎮ １８６３ 年 ４ 月ꎬ 乌拉圭红党在巴西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白党的统治ꎮ
巴拉圭则与乌拉圭白党政府是同盟ꎬ 巴拉圭总统索拉诺洛佩斯 ( Ｓｏｌａｎｏ
Ｌóｐｅｚ) 要求巴西撤军并向巴西提出最后通牒ꎬ 但巴西不予理睬ꎮ 于是ꎬ 巴拉

圭于 １８６４ 年 １１ 月开始对巴西采取军事行动ꎮ 由于阿根廷拒绝巴拉圭军队穿

过阿根廷领土去援助乌拉圭的白党ꎬ １８６５ 年 ３ 月巴拉圭又对阿根廷宣战ꎮ 此

时ꎬ 乌拉圭红党领袖贝南西奥弗洛雷斯已经执政ꎬ １８６５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巴西、
阿根廷和乌拉圭缔约组成三国同盟ꎬ 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联合攻打巴拉

圭ꎮ① 面对强敌ꎬ 巴拉圭英勇抗战ꎬ 直到 １８７０ 年 ３ 月 １ 日洛佩斯总统战死ꎬ
巴拉圭战败ꎮ 战争使得巴拉圭整个国家几乎被摧毁ꎬ 人口遭受灾难性的损失ꎬ
全国 ７０％的成年男性死亡ꎮ 据估计ꎬ 战前巴拉圭人口有 ５２ ５ 万人ꎬ 战后只剩

下 ２２ １ 万人ꎬ 其中男性只剩下 ２ ８ 万人ꎬ 余者是妇女和儿童ꎮ② 巴拉圭还被

迫割让土地给巴西和阿根廷ꎬ 导致该国失去 ４０％的领土 (面积达 １４ 万多平方

公里)③ꎮ 直到 １８７６ 年ꎬ 阿根廷和巴西军队才最后撤出巴拉圭ꎮ 战争的灾难不

仅使得巴拉圭现代化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ꎬ 而且带来了该国战后半个多世纪

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败ꎮ 巴拉圭作为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缓冲国ꎬ 成为南美

大陆一个落后的内陆国家ꎮ 因此ꎬ 巴拉圭人对巴西充满了仇恨情绪和疑惧

心理ꎮ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ꎬ 两国关系开始慢慢改善ꎮ 巴西方面首先伸出了

橄榄枝ꎬ 原因有如下两方面ꎮ 第一个原因是巴西整体外交政策的转变ꎮ 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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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ꎬ 巴西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ꎬ 同阿根廷保持均

衡关系ꎬ 同美国结盟并支持门罗主义ꎮ 二战之后ꎬ 巴西外交政策转向以配合

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ꎬ 实行外交多元化ꎬ 其重点之一是加强同其他拉

美国家之间的关系ꎬ 在政治和贸易上与邻国接近ꎬ 以促进巴西自身的发展ꎬ
提升巴西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①ꎮ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巴西工业化发展需要能源

支撑ꎬ 但因其缺少煤炭和石油资源ꎬ 开发水力资源成为巴西能源战略的首选ꎮ
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期间 (１９５６—１９６１ 年) 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圣弗朗西斯科河

上修建起了弗纳斯 (Ｆｕｒｎａｓ) 水电站和特雷斯玛丽亚斯 (Ｔｒｅｓ Ｍａｒｉａｓ) 水电

站ꎬ 使巴西的水力发电量从 ３００ 百万千瓦增加到 ５００ 百万千瓦ꎮ② 同时ꎬ 巴拉

那河瓜伊拉瀑布周围的水力资源开始受到重视ꎬ 根据初步测量ꎬ 这里蕴藏着

大约 ４ 万兆瓦的水电③ꎬ 但此处与巴拉圭交界ꎬ 必须与巴拉圭合作开发ꎮ
巴拉圭方面也期望同巴西改善关系ꎮ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新就职的巴拉圭总统阿

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Ｓｔｒｏｅｓｓｎｅｒ) 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ꎬ 他急于

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ꎬ 而来自南美大国巴西的承认和支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ꎮ
此外ꎬ 斯特罗斯纳继承的是一个混乱而衰退的经济ꎬ 他为了实现长期执政的

目标ꎬ 不仅需要在政治上控制红党和军队ꎬ 而且需要通过恢复和发展经济来

证明自己的合法性ꎮ
在这一背景之下ꎬ 两国关系得到改善ꎮ １９５６ 年巴拉圭与巴西签署协定ꎬ

共同修建了越过巴拉那河的公路和桥梁ꎬ 从而使巴拉圭得以打破进入大西洋

必须通过阿根廷的不利局面ꎮ 巴西还向巴拉圭提供了免费的港口设施ꎬ 使巴

拉圭受益匪浅ꎮ 当巴西提出两国合作开发巴拉那河的水力资源、 建设一个大

型水电站的建议之后ꎬ 巴拉圭也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ꎮ
从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出发ꎬ 巴拉圭捐弃历史积怨ꎬ 欣然接受巴西的提议ꎮ

(二) 平等互利、 共同开发

巴拉那河是穿越巴西、 巴拉圭和阿根廷三国的共享河流ꎬ 该河的下游是

拉普拉塔河ꎬ 巴拉那—拉普拉塔河全长 ４１００ 公里ꎬ 是南美洲仅次于亚马孙河

的第二大河流ꎮ 在巴西和巴拉圭共有河段上的伊泰普大坝和水电站的建设和

运营ꎬ 实际上牵涉三个国家的利益ꎬ 难免引发利益冲突ꎮ 但由于三国顺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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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变化ꎬ 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ꎬ 通过协商谈判ꎬ 平衡风险和收益ꎬ 保障

了水电站的成功建设和顺利运行ꎮ 在伊泰普水电站开工之前ꎬ 相关国家先后

签订了三个协议ꎬ 为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１ １９６６ 年 «伊瓜苏协议»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巴西与巴拉圭两国外长签署了 «伊瓜苏协议» (Ａｃｔ ｏｆ

Ｉｇｕａｚｕ)ꎮ 协议规定: 两国将对巴拉那河从瓜伊拉瀑布到阿根廷边界的 ２００ 公

里共有河段的水力资源进行共同勘测ꎬ 在这个河段上建设一项水利工程ꎬ 由

巴西与巴拉圭共同管理ꎻ 未来利用共享河段生产的电力将由两国平均分配ꎮ①

这实际上是一共享、 合作开发水力资源的协议②ꎬ 它为工程技术研究的启动铺

平了道路ꎮ 为实施 «伊瓜苏协议»ꎬ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ꎬ 巴西和巴拉圭成立了联合

技术委员会ꎮ １９７０ 年ꎬ 该委员会与巴拉圭国家电力公司 (ＡＮＤＥ) 和巴西国

家电力公司 (ＥＬＥＴＲＯＢＲＡＳ) 达成协议ꎬ 委托有关公司对于在两国共享河段

上建设水电站项目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进行评估ꎮ 项目评估公司在分析了 １０
个可供选择的地点和项目之后ꎬ 得出的结论是ꎬ 开发这一河段全部潜力的最

好办法就是在伊泰普建一个大坝ꎬ 这个地方位于阿根廷边境上游 ２５ 公里处ꎬ
在瓜伊拉瀑布下游的 １７０ 公里处ꎮ 选择在伊泰普建立水电站的理由包括: 这

里水电生产的单位成本最低ꎻ 进行河水分流较为可行ꎬ 水库也将会有更大的

容量来更好地调节和控制洪水ꎻ 施工安排和未来电力厂房扩建也较为容易ꎮ③

２ １９７３ 年 «伊泰普协议»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巴拉圭与和巴西签署了 «伊泰普协议» (Ｉｔａｉｐｕ Ｔｒｅａｔｙ)ꎬ

协定由 ２５ 个条款、 ３ 个附录和 ６ 个备注组成ꎮ 协议第一条宣布ꎬ “缔约双方同

意按照本公约及其附件的预见ꎬ 对巴拉那河水力资源的水电进行开发ꎬ 该河

段为两国共有ꎬ 起于瓜伊拉瀑布ꎬ 止于伊瓜苏河口”ꎮ 根据该协议ꎬ 两国建立

一个被称为 “伊泰普” 的联营实体公司ꎬ 负责开发上述河段的水电资源ꎬ 公

司股本总额为 １ 亿美元ꎬ 分别由巴拉圭和巴西的国家电力公司各认购一半ꎬ
股权不可转让ꎮ 巴西政府借给巴拉圭 ５０００ 万美元以支付巴拉圭应承担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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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ｌｉｓｅｏ ｄａ Ｒｏｓａ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ｎ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８５

Ｒ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ｉｃｋ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ｔａｉｐú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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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ꎬ 借款利率 ６％ ꎬ 有不少于 ８ 年的宽限期ꎬ ５０ 年之内还清ꎮ 项目所需大

部分资金要由伊泰普公司向外借贷ꎬ 贷款合同首先要得到巴西政府的批准并

通过巴西的资本市场进行交易ꎬ 由巴西政府负责保证用于债务偿还的外汇的

兑换ꎮ 水电站所发电力将由两国均分ꎬ 两国中任何一国都有权购买对方没用

完的电ꎻ 电力定价应包括生产成本、 １２％ 的股本回报、 伊泰普公司的财务费

用和分期偿还借款、 特许权使用费及电力公司的管理费ꎮ 考虑到这些因素ꎬ
一国向另一国卖电时ꎬ 买方应该给予卖方每吉瓦时 ３００ 美元的补偿金ꎮ 按照

两国协商ꎬ 该协议的财务条款在 ５０ 年之内不能更改ꎮ①

１９７３ 年协议体现了两国共建、 共享、 共管的平等互利原则ꎬ 主要表现在:
两国以同等的义务和权利创建伊泰普实体公司ꎻ 所有的会议记录和笔记都将

有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文本ꎻ 两国的公司总部将分别设立在两国首都即巴西

利亚和亚松森ꎻ 两国在伊泰普公司行政管理委员会②和执行董事会中的代表权

平等ꎻ 电力份额平等分配ꎻ 平等的 (水源) 特许权使用费ꎻ 对新的联合实体

公司免税ꎻ 对生产的电力服务免税ꎻ 对材料和设备 (即使从第三国进口) 免

税ꎻ 对在两国可获得的劳动力、 设备和材料应当以平等的方式加以利用ꎬ 等

等ꎮ 在这个协议中ꎬ 巴西做出的重大让步是承诺向巴拉圭提供其所应承担的

伊泰普公司 ５０％股本资金的贷款ꎮ
鉴于当时巴西和巴拉圭两国的谈判实力很不对等③ꎬ 而在 «伊泰普协议»

中却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了平等互利的原则ꎬ 至少在理论上是平等的ꎬ 这确实

难能可贵ꎮ 由于协议比较全面地考虑了双方的利益和现实情况ꎬ 而非追求某

一国单方利益的最大化ꎬ 因此ꎬ 两国在当时都认为这份协议是非常合理的ꎮ④

巴拉圭方面甚至认为该协议的签署表明了巴拉圭领袖的政治家才能和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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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ｔａｉｐｕ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 － Ｌａｗ Ｎｏ ５８９９ ｏｆ Ｊｕｌｙ ５ꎬ １９７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ｅｃ ｇｏｖ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ꎻ Ｒ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ｉｃｋ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ｔａｉｐú Ｈｙｄｒｏ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２ꎬ ｐｐ ６ －７

公司管理结构是双重领导ꎬ 行政管理委员会设 １２ 个岗位ꎬ 包括 ６ 个经理和 ６ 个副经理ꎬ 其中

６ 位是巴拉圭人ꎬ ６ 位是巴西人ꎮ 每个巴拉圭经理配一个巴西副经理ꎬ 反之亦然ꎮ
从人口来看ꎬ １９８０ 年巴西人口为 １ ２２ 亿ꎬ 巴拉圭仅为 ３００ 万ꎻ 从经济总量来看ꎬ １９７８ 年巴

西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１８００ 亿美元ꎬ 巴拉圭仅为 ２６ ６ 亿美元ꎮ Ｒ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ｉｃｋ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ｔａｉｐú Ｈｙｄｒｏ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３

发电机组的设计也考虑到了平等原则: 巴西和巴拉圭两国的电网频率不同ꎬ 这是伊泰普水电

站的一个主要的技术经济问题ꎮ 巴西电网频率为 ６０ 赫ꎬ 巴拉圭为 ５０ 赫ꎬ 因此ꎬ 有 ９ 台 ６０ 赫发电机向

巴西供电ꎬ ９ 台 ５０ 赫发电机向巴拉圭供电ꎮ 这两种发电机的特性有很大的差别ꎬ 因为 ５０ 周波发电机

必须适应直流输电特殊参数的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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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能力ꎮ
３ １９７９ 年 «阿根廷、 巴西和巴拉圭关于巴拉那河的协议»
由于巴拉那河下游的一段是巴拉圭与阿根廷的界河ꎬ 巴拉圭与阿根廷曾

计划在科尔普斯地区建设一个水电站ꎬ 因此ꎬ 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扰乱了巴

西、 巴拉圭与阿根廷之间的关系ꎮ 阿根廷人担心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会损害

他们在巴拉那河水域的权益ꎮ 这个问题甚至成为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之

一ꎮ 为了协调三国利益ꎬ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三国外长在巴拉圭召开会议ꎬ 签

署了一个三方协议文件确立对巴拉那河 (从瓜伊拉瀑布到普拉塔河口的) 水

资源使用的规则ꎮ 协议规定了伊泰普水电站正常运行期间河水的最小流量和

允许的最大水位波动ꎬ 巴拉圭和阿根廷在科尔普斯地区建立大坝的高度将为

海拔 １０５ 米ꎻ 三国要兼顾上游和下游的利益ꎬ 且不影响巴拉那河的通航条件ꎻ
努力保护环境、 动物和植物及巴拉那河水的质量不受污染ꎬ 并至少保证受这

两个工程影响地区的目前的卫生状况ꎻ 在改善现有公园的同时ꎬ 将促进新的

国家公园的建立ꎮ① 该协议兼顾了河流上游和下游国家的利益ꎬ 充分体现了国

际合作的精神ꎮ
上述三个协议的签订ꎬ 标志着在伊泰普水电站建成之前ꎬ 一系列复杂的、

高难度的外交工作已经提前顺利完成ꎮ
(三) 与时俱进ꎬ 不断化解两国关系危机

巴西和巴拉圭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ꎬ 在伊泰普水电站建设开始之前和建

成之后都曾出现过两国关系的重大危机ꎬ 但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ꎬ 这两次危

机最终都得到了化解ꎮ
第一次危机是巴西和巴拉圭在开发区域内的领土争端ꎬ 争端起源于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巴拉那河水力资源的最初勘测阶段ꎮ 当时巴西注意到ꎬ 在瓜伊拉瀑

布下游 ２００ 公里的两国边界中ꎬ 巴拉那河穿过一个很深的峡谷ꎬ 这里有一个

陡峭的斜坡ꎬ 非常适合水电开发ꎮ 但在瓜伊拉瀑布的领土归属问题上ꎬ 两国

产生了重大分歧ꎮ 瓜伊拉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ꎬ 这是一个由 ７ 大瀑

布组成的瀑布群ꎬ 根据 １８７２ 年的 «洛伊萨加—科特吉佩协议» (Ｌｏｉｚａｇ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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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这三个国家当时都处在军事独裁统治下ꎬ 各国始终都担心着邻国对本国的军事威胁ꎮ 由于是在三

国共享流域上进行水电开发ꎬ 阿根廷注意到ꎬ 在发生冲突时ꎬ 巴西能够打开泄洪闸门ꎬ 淹没阿根廷首

都布宜诺斯艾利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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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ｔｅｇｉｐｅ Ｔｒｅａｔｙ) 规定ꎬ 两国边界应沿着巴拉那河北至瓜伊拉瀑布ꎬ 然后沿着

马拉卡茹 (Ｍｂａｒａｃａｙｕ) 山脊继续向西ꎮ① 但由于那时瀑布还没有完全体现出

经济价值ꎬ 协议规定得非常模糊ꎮ １８７４ 年ꎬ 当两国联合划界委员会来到瓜伊

拉瀑布 ２０ 公里以内时ꎬ 发现这个山脊出现了两个分叉ꎬ 北边分叉位于瀑布正

上方ꎬ 而南边分叉来到了 ７ 个瀑布中第 ５ 个瀑布的对面ꎮ 巴拉圭一直认为北

部分叉是这两个分叉中更高的ꎬ 瓜伊拉瀑布群因此应该完整地属于巴拉圭领

土ꎮ 巴拉圭还以联合边界委员会在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的航拍地形图为证ꎬ 该地形

图显示北部分叉是这两座山峰中较高的那个ꎮ 但巴西坚持 １８７４ 年联合划界委

员会的划界ꎬ 该边界线是在认定南部分叉更高的基础上划定的ꎬ 并有地图为

证ꎮ 巴拉圭辩护道ꎬ 即使南部分叉是两座山脊中更高的ꎬ 巴西的辖区也只能

在第 ５ 座瀑布以北的那部分ꎬ 而巴西却将整个瓜伊拉瀑布群纳入巴西境内ꎬ
显然是巴西对地图造假了ꎮ

就在双方各执一词、 争论愈演愈烈之时ꎬ 巴西从 １９５６ 年起对争议地区实

行了单方面的军事控制ꎮ 巴拉圭对巴西的军事行动多次提出严正抗议ꎮ 斯特

罗斯纳总统说: “我们不贪图一毫米不属于我们的领土ꎬ 但也不放弃一毫米属

于我们的领土”②ꎮ 巴拉那河的水力发电潜力再次使得两国关系趋于紧张ꎮ 但

两国政府这次没有任冲突升级ꎬ 而是做出了联合开发的明智选择ꎮ １９６２ 年ꎬ
两国合作开发电力的想法第一次被认真考虑ꎮ 巴西向巴拉圭提议两国对瀑布

群水电资源的开发享有平等参与权ꎮ 斯特罗斯纳深知凭借巴拉圭当时的实力

很难从巴西手中夺回这块土地ꎬ 同时他也非常清楚ꎬ 开发水电电力有利于巴

拉圭未来的发展和现代化ꎬ 他称 “伊泰普不是一桩交易ꎬ 而是巴拉圭发展的

机会”③ꎮ 于是巴拉圭积极参加了双方关于水电开发的外交谈判ꎬ 与巴西签署

了 １９６６ 年的 «伊瓜苏协议»ꎮ 最后ꎬ 两国合作方案占据了上风ꎬ 巴西从争议

领土撤出了军队ꎮ 但实际上ꎬ «伊瓜苏协议» 并没有直接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

题ꎬ 它只是将领土争端与资源开发分割开来ꎮ 两国边界争议的最终解决是在

１９８２ 年伊泰普大坝建成蓄水之后ꎬ 大水库将有争议的瓜伊拉瀑布群淹没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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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地区只剩下一小部分地方未被水库淹没ꎬ 两国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两国共

有的生态保护区ꎬ 由伊泰普公司负责管理ꎮ 将有争议的领土作为一个两国生

物的避难所ꎬ 这无疑是解决边界纠纷的一种创新性思维ꎮ
第二次危机起因于伊泰普水电站的电力售价问题ꎮ １９７３ 年两国签署的

«伊泰普协议» 中规定ꎬ 伊泰普生产的电力由两国均分ꎬ 各自获得 ５０％ 的电

力ꎬ 但两国中任何一方用不完的剩余电力只能销售给对方国家ꎮ 该协议有效

期为 ５０ 年ꎬ 到 ２０２３ 年截止ꎮ 由于巴拉圭是一个小国家ꎬ 使用的电量最多不

超过 １０％ ꎬ 剩余的电量就以成本价卖给了巴西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巴拉圭

人发现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是不公平的ꎬ 特别是考虑到当初两国在大坝建设上

的投资各占 ５０％ ꎬ 双方共担建设风险ꎬ 而巴拉圭卖给巴西的剩余电力只收取

成本价ꎬ 而且只能卖给巴西国家电力公司ꎮ 巴西付给巴拉圭的价钱为每兆瓦

时大约 ４５ 美元ꎬ 而实际上巴拉圭只能得到大约 ３ 美元ꎬ 剩下的 ４２ 美元用以

偿还当初借巴西的债ꎮ① 到 ２０２３ 年ꎬ 巴西不仅能收回债务成本ꎬ 而且一直以

十分低廉的价格使用着能源ꎬ 而巴拉圭受协议限制ꎬ 不能以市场价格向第三

国销售剩余电力ꎮ
但巴西方面也有自己的理由ꎮ 巴西人认为ꎬ 虽然协议规定伊泰普水电站

建设之初双方各付 ５０％的启动资金ꎬ 但由于当时巴拉圭经济困难ꎬ 这笔钱是

由巴西方面垫付的ꎬ 而且巴拉圭后来在水电站建设和运营中所需承担的资金

均来自巴西方面的贷款ꎻ 根据双方约定ꎬ 巴拉圭以一部分水电收入偿还巴西

贷款ꎬ 到 ２０２３ 年还清ꎮ 伊泰普水电站建成后ꎬ 巴拉圭不仅解决了国内的能源

需求问题ꎬ 还有巨额的电费收入ꎮ 这等于说ꎬ 巴拉圭用巴西人的钱赚巴西人

的钱ꎬ 而现在又想扩大电费收入ꎬ 对此巴西人难以接受ꎮ
２００８ 年双方电价争端升级ꎮ 这一年ꎬ 巴拉圭的费尔南多卢戈主教竞选

总统成功ꎬ 他在竞选时曾对民众承诺要维护能源主权ꎬ 与巴西重新谈判电价

合同ꎬ 使伊泰普水电站的收益分配更合理ꎮ 为了尽快兑现承诺ꎬ 他一上台就

着手推动与巴西的谈判②ꎮ 在巴西方面ꎬ 正值卢拉总统第二任期ꎬ 巴西一直以

来拒绝与巴拉圭重新谈判电价问题ꎬ 但鉴于当时洪都拉斯国内的混乱和委内

瑞拉总统查韦斯不断上升的政治影响力ꎬ 卢拉此时希望能控制住邻国的民族

主义情绪ꎮ 他想通过平息与邻国的紧张关系ꎬ 树立巴西在南美的领导地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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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南美地区一体化ꎬ 因此ꎬ 他表示愿意在电价问题上向巴拉圭做出让步ꎮ
他说: “如果巴西的伙伴没有增长与发展的话ꎬ 巴西也不会对增长和发展感兴

趣ꎮ”① 卢拉将巴拉圭纳入其社会凝聚理念之中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两国总统在巴

拉圭首都亚松森就伊泰普电价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巴西承诺今后以几乎 ３ 倍

于原价的价格购买巴拉圭的剩余电力ꎬ 即每年的总价格从 １ ２４ 亿美元增至

３ ６０ 亿美元②ꎻ 并答应巴拉圭可以向除巴西国家电力公司以外的其他巴西企

业出售电力ꎬ 但并没有答应巴拉圭向第三国售电的要求ꎮ 至此ꎬ 长期影响两

国关系的伊泰普电价争端暂时告一段落ꎮ

三　 与中国的合作

宏伟的伊泰普水电站是世界水电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ꎮ 作为当时世界第

一的水电站建设ꎬ 有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ꎬ 它的建设和管理经验是

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ꎮ
中国 １９９４ 年启动建设三峡大坝和水电站ꎬ 其设计规模甚至超过了伊泰普

水电站ꎬ 当时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可想而知ꎬ 而伊泰普水电站正好成了中国学

习的榜样ꎮ 在三峡工程启动之前ꎬ 李鹏总理在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亲自参观和考察了

伊泰普水电站ꎬ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和 １１ 月朱镕基副总理、 江泽民主席也先后考察了

伊泰普水电站ꎮ③ 以三峡集团为代表的中国水电界跟巴西同行很早就有合作ꎬ
最初的合作主要是在技术交流层面ꎮ 在三峡工程设计和建设过程中ꎬ 有许多

中国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都曾到伊泰普参观学习过ꎻ 同时ꎬ 也有巴西专家被

请到中国传授经验ꎮ④ 三峡工程投入运行后ꎬ 在大型水电设施生产和运营维

护、 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ꎬ 中国也跟巴西同行进行过多次

交流ꎮ⑤ 中国水电界人士从巴西考察归来之后写了很多考察报告ꎬ 有些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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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先后考

察了伊泰普水电站ꎮ
田文: «架起中巴水电合作的桥梁———访巴西水电专家龙贝罗马可斯»ꎬ 载 «中国三峡»ꎬ

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４ 页ꎮ
郑青亭: «独家专访三峡集团副总经理林初学: 巴西电力资产运营正常　 三峡集团将继续在当

地深耕»ꎬ 载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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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参考资料使用ꎬ 有些则已经公开发表ꎮ① 这些考察报告对中国的水电建设

和向中国民众宣传伊泰普水电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ꎮ 据伊泰普水电站的登记

记录ꎬ 仅在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间伊泰普水电站就接待了约 １３ 万人次的中国籍

游客ꎮ
中国三峡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黄源芳在 «再访伊泰普» 一文中指出ꎬ 三峡

工程从重新论证开始ꎬ 从伊泰普水电工程借鉴了许多经验ꎻ 到伊泰普参观考

察的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专家不绝于途ꎬ 应邀来三峡交流的伊泰普建设者为三

峡工程提供了新鲜的经验ꎮ 黄源芳第二次访问伊泰普的目的就是 “从更深层

次去探索如何准确将伊泰普的成功经验用于三峡工程建设ꎬ 如何利用同一巨

型工程等级的伊泰普大型机电设备设计、 制造、 运行的经验ꎬ 保证三峡的机

电设备在采购、 安装、 试运行过程中少走弯路ꎬ 取得成功”ꎮ 他强调指出ꎬ 三

峡建设者已经有形无形地把伊泰普水电站作为水电开发各专业不可缺少的参

照物ꎮ②

伊泰普水电站这种热心传播经验、 为中国三峡建设助力的行为同样是一

种国际合作精神的体现ꎮ 中国三峡集团公司与巴西伊泰普公司、 中国水电界

与巴西水电界在长期的合作中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谊ꎬ 这正是中拉友好互利合

作关系的一个缩影ꎮ
综上ꎬ 在伊泰普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ꎬ 巴西和巴拉圭两国能够摒

弃历史积怨ꎬ 直面现实与未来ꎻ 对水电站进行共建、 共享和共管ꎬ 并妥善处

理双边争议和矛盾ꎻ 热心传播技术和经验ꎬ 帮助中国水电开发和建设ꎮ 伊泰

普水电开发成为令世人敬重的国际合作典范ꎮ 伊泰普水电开发建设中的国际

合作精神值得未来中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借鉴ꎬ 在整个中拉关系中将得到进

一步的发扬光大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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