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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干流大坝开发～未达成共识即推进的沙耶武里大坝建设 

 

 

 

湄公河委员会（MRC）所委托的战略性环境评估（SEA）指出，涉及 11处下游干流大坝计

划，如果付诸实施，有可能发生以下毁灭性打击1。 

1） 占湄公河流域 55％的沉淀性蓄水池，有可

能因为放水而导致变成急剧变化的水路。 

2） 鱼类总量减少 26％～42％，会带来一年约 5

亿美元的损失。通过蓄水池来养殖补充，最

多也就是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 

3） 伊洛瓦底江海豚和湄公河巨鲶鱼等代表性

的濒危种类等 100 种生物，面临灭绝的危

险。 

4） 由于被水淹没，农业受害损失达到一年 500

万美元以上。土沙流动减少 50%以上，养分

被拦截，导致肥料使用量增加，一年补充支

出 2,400万美元。沿河农业损失，一年达到 2100万美元以上。另一方面，大坝

带来的灌溉效益，为一年 1500万美元左右。 

5） 柬埔寨的洞里萨湖、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等，肥沃的漫滩和护岸受到影响，农业

的生产性及内河沿岸渔业也受到侵害。在湄公河三角洲内，对海岸线及水系的侵

蚀加速。 

6） 以渔业为生的大约 3,000万流域居民的生活和食品安全保障受到威胁。 

 

下游干流水坝计划，带来的另一个课题是，实现湄公河流域各国的资源共同管理和利用。

在此以前，在支流公河流域等地，越南境内的大坝对下游柬埔寨方的居民带来巨大侵害，

发生了“跨国环境问题”，当事国及 MRC至今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2。关于干流问题，在

1995年，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4国联合签名，作为 MRC 设立基础的湄公河协定（MRC 

1995）确定了协议程序，这个程序的有效性，正被验证3。 

 

沙耶武里大坝～玩弄 MRC 的老挝政府 

 

在下游干流大坝计划中，进展最快的是，老挝北部的沙耶武里大坝。2010年 9月，老挝

政府向 MRC 告知建设计划，由此，湄公河协定所确定的协议程序第一次启动。很早就表

明反对和担忧的流域内外的 NGO、以居民组织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组织以及被称作“开发

伙伴”的欧美、日本政府及国际援助机构，也参与到协议程序中，所以再次对之前介绍

的战略性环境评估、对鱼类的影响及费用效益比的预算，重新做了调查。伴随着协商的

进行，越南、柬埔寨两国政府提出担忧，另外，根据泰国媒体曝光，项目方不等协商结

束就开始进行相关施工，项目方及老挝政府受到一致指责。MRC，不断受到市民社会组织

的指责，称程序不透明，信息公开不彻底。为此，MRC于 2011年 12 月，由理事会（Council）

 

湄公河干流所经过的泰国东北部Loei县

Chiang Khan郡的扣口急流。当地百姓

担心沙耶武里大坝的影响（201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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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游干流大坝开发，进行补充调查，商议向日本政府等机构申请相关资金。另外，在

此之前，老挝政府明确表示，不得到成员国的同意，不开始施工。 

 

现在，焦点已经转移到了，经 MRC理事会合意决定后，老挝政府是否会遵守中止施工的

保证，补充调查是否在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居民参加的前提下进行。但是，老挝政府，自

食其言，继续施工，根据其单方面的调查判断称“沙耶武里水坝造成的影响轻微”。并单

方面提出，MRC协议程序“已经完毕”。最近，不仅通过政府宣传杂志『万象时代』，宣

传沙耶武里水坝的好处，甚至还在与柬埔寨的国境附近，着手修建班塞大坝及北部的孟

巴本大坝。老挝政府强硬地推行建设沙耶武里水坝，另一方面，却看不到 MRC 和“开发

伙伴”的有效手段。尤其是 MRC，熟视无睹作为其自身存在基础的湄公河协定。 

 

再次协商，注重调查结果 

 

正像开始所说的那样，湄公河下游干流大坝计划摆在眼前，目前的课题，一是威胁到几

千万流域居民的食品安全保障和生存手段的巨大且广泛的环境及社会影响，二是为湄公

河的自然资源的共同管理、利用制定有效的框

架。老挝政府无视湄公河协定确定的协议程序，

强行进行沙耶武里水坝的建设。目前现状对这

两个课题来说，都是最坏的形势了。开展沙耶

武里水坝的建设方，应该再次开启由市民社会

组织主持的有成效的协商对话，重新冷静地分

析此前已经调查明确的围绕大坝侵害的相关意

见，确立长远的眼光，认识现状的异常，马上

中止施工。MRC的开发伙伴，应该对意见建议

不充分的部分，进行补充调查，尤其是要对沙

耶武里水坝带来的跨国环境及社会影响的分析，在资金和技术面上给予支持，努力促进

成员国间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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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 International Rivers（2011）的总结整理。 

2 参照 BP 2-4“跨国环境问题”。 

3 参照 BP 2-1“回顾湄公河干流~水力发电的大坝开发”。 

 

进展中的沙耶武里大坝建设（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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