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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认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大型流域水电

开发的利弊之争不断，观点冲突激烈。水电开发长期积压的观点分歧和各方利

益诉求，形成的多重矛盾交织于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争议上，传统的水电开发

模式之弊端也逐步显现，使得进一步推动怒江流域水电开发进程困难重重。怒

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前期和筹备工作已走过 9 年历程，可怒江规划的 13 个梯级水

电站至今没有一个获得核准开工。 

在这种情势下，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定位和实施策略需要给予重新审视。

本文主要应用定位理论，结合 SWOT 分析法分析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内外部环

境，对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定位及对策进行研究，确立了新时期怒江流域水电

开发定位，进而提出实现战略目标的对策措施。 

本文分四章： 

   第一章  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定位理论简述，

以及研究的思路与论文结构。    

第二章  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内外部环境分析。该章基于怒江水电开发定位的

演变过程，分析了不同时期项目定位及其影响，并应用 SWOT 分析方法，对怒江

水电开发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通过对怒江水电开发的优势、劣势，

机遇与威胁的研究，提出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定位需要把握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 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定位与对策。本章提出了怒江水电开发的项目定

位和开发策略，并以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提出了与定位相适应的对策措施。

包括推进形成怒江流域综合开发共识、完善和创新水电开发模式、以水电开发

带动当地居民共同富裕、努力实现水电与生态环境友好和谐、统筹水电开发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致力构建利益共享和舆论交流平台等。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应与解决“怒江发展问题”相融

合，形成更高层面的流域综合开发项目定位。 

 

关键词：水电开发；项目定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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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awareness in recent years, the pros and cons of a large river basi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China debate continuously, different views conflict is intense. A lot 

of disagreement and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were long-term overstocked. It was 

existed in th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f Nujiang river basin. The traditional 

disadvantages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mode also gradually appear which made 

the further promote of Nujiang river basin difficult.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preparatory work has already past 9 years, but none of 

the 13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s in planning has been approved and built. 

In this situation, positioning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f the Nujiang river basin needs to be reviewed. This paper applied 

positioning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SWOT int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Nujiang river basi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The 

orient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f Nujiang river basi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was researched. Orientation of the Nujiang river basi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new period, and then strategic goals was put 

forward. 

This paper wa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introduced the origin and value of 

research mainly. Furthermore, positioning theory was presented briefly. In addition, 

the think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research was stated. 

The second chapter 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alysis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f Nujiang river basin. The chapter i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orientation for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f the Nujiang river. The position and its 

influence of the project in different periods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was analyzed with SWOT. The main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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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chapter is orient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This chapter put forward 

th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f Nujiang 

river. What’s mor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f locate was put forward 

with the scientific outlook.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nsensus was achieved. 

The mode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was improved and innovated. Local residents 

could be richer by hydropower development. We made efforts to achieve water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This research took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s a whole. In 

addition,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benefit sharing in public was committed to 

build. 

The fourth chapter is conclusion and outlook. Hydropower development of 

Nujiang river basin should be resolved with "Nujiang river development" which 

could form a higher level of positioning f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hydropower development; project location;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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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流域地理位置图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穿越我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流入

缅甸后入安达曼海，是一条较大的国际河流。怒江干流全长约 3200km，在我国

境内长 2020km，流域面积为 125500km2，

天然落差 4848m，靠国境处多年平均流量

1890m3/s。怒江干流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

36407.4MW，中下游规划开发 13 级电站，

规划梯级总装机容量 21320MW①，保证出

力 7789MW，年发电量 1029.6 亿 kW•h。其

中：在云南省境内规划建设 12 级电站，

合计容量 1712MW，开发条件好，是我国

尚待开发的大型水电基地之一。   

“十五”期间，在全国水电资源开

发大干快上的背景下，2003 年 7 月，大

型央企 HD 集团公司控股成立怒江水电开

发公司（项目业主），开展怒江流域中下

游（云南省境内）水电开发的前期和筹建

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作为举世公认的可

再生能源，在国内其他大型流域如火如荼

的水电开发建设形势下，怒江流域水电开发之路却举步维艰。2003 年 8 月，在

怒江水电规划审查时，即遭到不少的民间人士、专家学者和国内外 NGO 组织，

甚至国家有关部委一些官员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随后的 9 年时间里，怒江流

域水电开发一直饱受各界争议，生态环保、移民安置、民俗保护、地质问题和

大坝安全等轮番成为争论焦点。期间，怒江水电开发出现过三次曙光，但随之

                                                        
① 注：数据引自《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国家电力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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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不同的事态牵连而被搁置，至今，怒江中下游规划的 13 个梯级水电站没有

一个获得核准开工。 

实践证明，就环保而环保，就水电而水电，就惠民而惠民，都局限于某一

不同专业角度形成的思维定势，只是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技术性”措施，并非怒江流域水电得以开发的“大政方针”和根本出

路。 

在开发之路前景不明和处境尴尬的情势下，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定位及开发

策略应做怎样的调整，如何破解推动水电开发所面临的各项障碍，使怒江流域

的水电资源得以尽早开发和充分利用，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应用

定位理论，通过内外部环境分析，探讨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项目定位，寻求实

现战略目标实现的开发策略。  

第二节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为推动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内外部环境是否迁变，频频受阻的症结是什么?解除制

约、突破瓶颈的切入点又在何处?作为项目业主的怒江水电开发公司具有哪些特

有优势?在推动流域水电开发上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在制订战略过程中，正确分

析回答好上述问题，对出路迷茫的怒江水电开发至关重要。本研究希望能够找

出恰当的定位和与之相匹配的策略，为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二、为我国流域水电开发探索新的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水能发电利用为主导的促因下，长江、乌江、清江、

金沙江等国内大型流域水电陆续开发建设或投产运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流

域水电开发涉及的众多问题被重新认识，相关做好移民安置、生态环保、民俗

文化保护等先进理念，在一些项目中得到实践和发展。然而，怒江流域水电开

发所面临各式各样的难题，就国内目前各流域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来看，还不足

以根本解决。本文拟在借鉴国内外大型流域开发模式和经验基础上，发掘怒江

流域水电开发问题的特殊性，为我国大型流域水电开发寻找新的路子。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定位研究 

3 

三、促进流域水电开发业主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在水电资源开发权由政府授权的现有体制和机制下，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

权竞争历来激烈。随着国内大型水电资源的日益稀缺，各大能源集团对怒江流

域水电开发权觊觎已久，企图割分梯级电站的举动频频，怒江流域水电由单一

主体统筹开发的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此外，作为一个牵涉面广、开发期长、影

响深远的大型流域水电开发项目，实施过程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投资回收上

更是有诸多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开发理念，以承担更多风

险，进而形成差异化的制胜法宝，构建竞争优势，实现自己的价值诉求。因此，

无论是从推进怒江流域水电开发角度，还是企业发展的重大资源保有考虑，流

域水电开发业主都必须形成自己独有的开发理念和运营能力，进而培育出新的

竞争优势。 

第三节 定位理论简述 

一、定位理论 

    （一）什么是定位 

定位是指根据已经选好并审定通过的线路路径进行定线和断面测绘，并合

理地配置杆塔的位置（电力和输电线路学概念）；用仪器测定物体（船舶）所在

位置（经纬度）（水产学、渔业工程与渔港学概念）；确定某一事物在一定环境

中的位置，如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人物在组织中的定位、物品在某一地理位

置的定位等（经济学概念）①。 

    商业中的“定位（Positioning）”概念， 早于 1969 年由杰克·特劳特首

次提出，指企业必须在外部市场竞争中界定能被顾客心智接受的定位，回过头

来引领内部运营，才能使企业产生的成果（产品和服务）被顾客接受而转化为

业绩。1972 年，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在美国《广告时代》上联合发表文章

“定位时代”， 文章发表后，产品定位、市场定位、品牌定位、文化定位相继

成为企业经营的热点问题。今天，定位（Positioning）一词已经成为 重要、

使用 广泛而频繁的战略术语之一，成为整个营销专业知识中 富有价值的战

                                                        
① 注：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012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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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思想之一，并且已经超出营销之专业范畴，上升为普适的、广义的成功之道。 

    定位可以是对一种商品、一项服务、一个机构甚至是一个人，定位是

否准确，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经

济社会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独特明晰的定位。比如说美国，用军事力量和

美国的独立自由精神，确定了“我主导世界”的定位，成为二战以后的世界

霸主。法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是以法国文化为主，强调以自己文化及利益为

主的角度去定位。德国则将国家形象定位为“创意国度”。在我国区域发展

上，以各具特色的优势定位，有力将地方区域的发展抬升到了国家战略，如

福建省定位在“海峡西岸经济区”，浙江省定位在“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海南省则定位在“国际旅游岛”。定位准确的企业，可有效避免陷入同质化

竞争，从而带来稳健利润和投资未来的能力。如王老吉以“预防上火的饮料”

迈向主流品牌打造之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定位于“单一经济舱飞行”，创

造同业 高市值。莲花软件公司重新定位于“群组软件”，转移战场开创新

未来。同样，定位问题事关个人人生的成败与兴衰，定位准确合宜了，那么

每天都拥有积极、健康、乐观的心态，在合适的人生舞台上获得成长，获得成

就感和充实感。 

（二）如何定位 

    就如何进行定位，在品牌建设和产品营销行业，按照艾·里斯与杰克·特

劳特的理论，我们目前已成为一个传播过多的社会，而受众只能接受有限的信

息，受众抵御这种“信息爆炸”的 有力武器就是 小努力法则－－痛恨复杂，

喜欢简单。比如现有产品在顾客心目中都有一定的位置，例如，人们认为可口

可乐是世界上 大饮料生产商，格兰仕是中国 大的微波炉生产商，北京同仁

医院是中国 著名的眼科医院等，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与消费者长期的

交易中所拥有的地位，是其他人很难取代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

不会轻易改变。因此，杰克·特劳特在其著作中指出：定位不是你对产品做的

事，是你对预期客户要做的事。定位的基本方法不是创造出新的、不同的东西，

而是改变人们头脑中里早已存在的东西，把那些早已存在的联系重新连接在一

起①。定位的具体方法因组织、行业和环境的不同而相异,1993 年，艾·里斯

                                                        
① 注：艾·里斯，杰克·特劳特著，中国财经出版社，《定位 positioning》，200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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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杰克·特劳特再度联手推出《22 条商规》，将定位理论的精要总结为 22 条

简单、明晰的定律①。 

    科学的定位还需要充分考量组织中的优势，集中、匹配有限的资源，长期

专注于某一领域，以及当消费者的态度发生变化，或者技术的发展使现有产

品落伍时，或者产品偏离了消费者头脑中稳固观念时，公司必须进行重新定

位②，调整潜在顾客心智中的认知，为竞争对手贴上负面标签，进而为自己

建立起正面的定位。应该指出的是，艾·里斯与杰克·特劳特的定位理论也有

不足之处，主要是从消费者的角度透析不够，多是站在“传播者”的自身立场。

这一缺陷也被原作者充分注意到，在其《定位 positioning》的结尾中也提到“若

想定位成功，······必须从局外的角度而不是从局内的角度考虑问题③”。 

二、战略与定位 

（一）战略 

战略（strategy）一词 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

纲领。在西方，“strategy”一词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意为军事将领、地

方行政长官。后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在中国，

战略一词历史久远，“战”指战争，略指“谋略”。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

被认为是中国 早对战略进行全局筹划的著作。在现代，“战略”一词被引申至

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演变为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

方案和对策④。 

鉴于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环境，为兼顾长、短期利益，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受美国经济学家安索夫《企业战略论》一书的影响，“战略”一词便开始广泛应

用于经济管理中，并由此延伸至社会、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企业战略是指

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本身的资源和实力选择适合的经营领域和产品，形成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差异化在竞争中取胜。企业战略是设立远景目标并对

实现目标的轨迹进行的总体性、指导性谋划，属宏观管理范畴，具有指导性、

                                                        
① 注：⑴领先法则；⑵类别法则；⑶观念法则；⑷认知法则；⑸聚焦法则；⑹专有法则；⑺阶梯法则；⑻

二元法则；⑼对立法则；⑽细分法则；⑾长效法则；⑿延伸法则；⒀牺牲法则；⒁属性法则；⒂坦诚法则；

⒃独特法则；⒄不可测法则；⒅成功法则；⒆失败法则；⒇炒作法则；（21）加速法则；（22）资源法则。 
② 注：特劳特·瑞维金著，《新定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③ 注：艾·里斯，杰克·特劳特著，中国财经出版社，《定位 positioning》，2002 年 2 月。 
④ 注：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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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性、长远性、竞争性、系统性和风险性六大主要特征。企业战略是对企业

各种战略的统称，其中既包括竞争战略，也包括营销战略、发展战略、品牌战

略、融资战略、技术开发战略、人才开发战略、资源开发战略等等。 

（二）战略定位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al）

在理论界和企业界的研究与实践基础上，提出分析产业结构和竞争对手的理论

与方法，形成了著名的战略定位学派。波特认为，战略定位是企业战略的核心

内容，形成竞争战略的实质就是要在企业与其环境之间建立联系，一个企业的

战略目标就在于使企业在产业内部获得 佳位置，并通过各种竞争策略来保护

这一位置①。  

    在这种思路下，企业战略的核心是获取竞争优势，而获取竞争优势的因素

有两个：一是企业所处行业的盈利能力，即行业的吸引力；二是在行业内的相

对竞争地位。因此，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首要任务就是选择有吸引力的行业，

选择有着潜在高利润的行业。围绕这一命题，定位学派采用了各种方法和技巧，

分析企业所处行业的状况。其中， 著名的方法是波特行业五种竞争力模型②。

这一模型说明行业的盈利能力主要取决于供应商、购买者、当前的竞争对手、

替代产品及行业的潜在进入者五种因素。其次，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战略任务就

是如何在已选定的行业中进行自我定位。企业的定位决定着企业能否成功进入

市场并立足市场，并决定了其盈利能力是高于还是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在行

业环境中，合理选择适用的战略，企业可以结合具体形势，选择适当的战略，

以增强其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低成本、差异化和集中等三种战略则为 常用

的一般战略。 

波特认为，公司应视具体情况和自身特点来选择战略方针，同时还应该考

虑连接产品或者供给的系列通道。波特首次将这种通道称为价值链，他在每一

条价值链上区分出内部后勤、生产或供给，外部物流及配送、市场营销和售后

服务等五种主要的活动，而每一项活动都伴随着各自的派生活动，每一家公司

的价值链相应地融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价值体系③。 

                                                        
① 注：迈克尔·波特著，《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6 年。 
② 注：特劳特·瑞维金著，《新定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③ 注：迈克尔·波特著，《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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