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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工程应充分重视“建设后效应”——以我国援

非水利工程拉格都水电站为例

张瑾*, 伍岳峰

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摘要：中国开展援外水利工程合作已有较长历史，并在设计、施工和维护等方面逐渐跻身世界领先地位。1984

年竣工的拉格都水电站位于流经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贝努埃河上游喀麦隆一侧，集防洪、发电和灌溉等功能于

一体，是中国与喀麦隆建交的标志工程，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水利水电项目之一。由于拉格都水电站在防

洪和发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度成为中国在非洲水利合作的样板工程。然而，近年来由于极端气候频发

和水电站自身运营等问题，该工程下游地区频遭洪水，水电站招致一些诟病。本文回溯拉格都水电站的设计、

建设和运营，检视了近年来下游洪灾情况，发现中非水利合作或援外工程本身涉及到国际合作和区域解决方

案，需要充分考虑“建设后效应”，从长时段、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设计更长远的工程和社会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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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控制

性要素，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决定

性作用。如今，以水能资源开发问题为代表的水资源

利用问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非

洲是水能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该地区理论水能蕴藏

量为11.55亿kW，占世界已探明总量的21%，但在非

洲的电力来源中，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水能发电仅占

17%。目前，非洲仍有 6亿人缺乏电力供应[1]，可见

今后一段时间内开发水能发电潜力可成为非洲提高发

电总量的重要增长点，水电站建设将仍是中非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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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合作的重点。

贝努埃河是尼日尔河最长的支流，源自喀麦隆北

部的阿达马瓦高原，向西流经尼日利亚汇入尼日尔

河。流域内为热带草原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区，旱雨

季节分明。河流补给主要依赖降雨，旱季为枯水期，

雨季为丰水期，河流水量季节性变化极大[2]。贝努埃

河上游各支流地形落差极大，河流多瀑布，水能资源

丰富[3]，拉格都水电站就建于该河流上游的喀麦隆北

方地区拉格都峡谷山口。

拉格都水电站竣工于 1984年，是当时中国最大

的援外水利水电项目之一。这一开发利用贝努埃河水

利资源的重大工程除发电外，还具有渔业、旅游、防

洪等诸多功能。电站于 1984年移交喀麦隆运营，喀

麦隆领导人曾盛赞该水电站为“喀中友谊的丰硕成

果”，“南-南合作的一个范例”[4]。电站建成初期，

汛期防洪能力也初显成效，惠及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两

国人民。但近年来，由于坝体老化、下游蓄洪水库计

划搁置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尼日利亚诸多批

评人士将该国东部近年来频发的洪灾归咎于贝努埃河

上游的拉格都水电站泄洪，甚至多次引来了某些西方

媒体的攻击，同时，部分西方人士借题发挥，以此攻

击中国对外水电建设。

关于电站建设方面的内容，虽已有诸多研究对其

展开探讨[5-7]。但对于该水电站竣工至今的持续影响，

则尚未有文献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拉格都水电站

的设计与建设合作展开回顾，并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该

水电站的效益和问题，基于上述基础，对今后的中非

工程等援外工程合作提出几点建议。

1　拉格都水电站防洪设计与建设

拉格都水电站由原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承担勘

测设计，水电第十四工程局
①
负责施工。该项目于

1973 年开始勘探，1978 年正式开工，1983 年竣工，

1984年正式移交喀方。电站总装机容量为7.2万kW，

年平均发电量 3.22亿 kW/h。水电站设计的防洪设施

包括拦水坝、溢洪道、泄洪洞、引水渠和护岸等，大

多按抵御千年一遇
②
的洪灾标准进行建设。挡水主坝

为黏土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 40 m，坝顶长 297 m，

坝顶宽10 m，底宽约160 m。泄洪建筑物包括右岸泄

洪隧洞、左岸溢洪道，其泄洪能力按千年一遇洪水设

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1.2倍万年一遇洪水保坝等

三级洪水设计标准确定[5]17。泄洪隧洞为导流、泄洪、

放空水库三结合的无压隧洞，全长 374 m，进口设 1

扇 7 m×6 m弧形工作闸门，最大泄洪量 820 m³/s，最

大流速 19 m/s，出口为鼻坎消能，洞身断面为 7 m×

10 m的方圆形，通过花岗岩层，其衬砌厚度按围岩

风化程度定为 0.7～1.4 m。溢洪道引水渠长 407.38 

m，溢流前缘宽 28 m，设 2 扇 12 m×15.12 m 弧形闸

门，为开敞式混凝土结构，全长 107 m，由溢流堰、

陡坡段、消力戽组成，均建在较完整的半风化花岗岩

上，溢流堰按千年一遇库水位 217.3 m水头设计，泄

万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 3012 m3/s，此时，消力戽出

口的单宽流量为78.16 m3/s[5]17。

根据贝努埃河流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洪枯流量

悬殊的水文特性，以及河床冲积层处理工作量大的特

点，选用枯水期利用右岸泄洪隧洞导流，洪水期洪水

由坝面与隧洞联合泄流的导流方案。根据基础处理的

复杂过程，按施工导流条件和程序进行了坝面3次断

流和2次过水，整个工程分7个阶段施工。坝体填筑

于1982年1月开始，同年7月结束，并下闸蓄水[6]。

水电站设计时期测定的部分指标如表1所示。

①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水电十四局”）成立于1954年，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② 即年发生率低于1/1000，后同。

表1　拉格都水电站部分设计指标[5]17

Table 1　Selected design indicators of Lagdo dam[5]17

设计指标

控制流域/km2

多年平均流量/(m3/s)

设计正常蓄水位/m

设计最高蓄水位(按百年一遇洪灾设计)/m

泄洪洞最大泄流量/(m³/s)

溢洪道预计泄流量(按千年一遇洪灾设计)/(m³/s)

数值

31000

248

216

216.62

820

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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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拉格都水电站防洪效果的变化

拉格都水电站建成初期，防汛抗洪达到设计预

期。1988年汛期，库区暴雨，拉格都水电站经历了

一次十年一遇的洪峰，水电站首次开闸放水，汛期部

分实测数据如表2所示。

从两表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在此次

十年一遇洪峰中，除水库最高库位（216.56 m）接近

设计指标外，实际泄流量等指标均显著低于设计指

标；洪峰流量从入库前的＞3000 m³/s降低到最大总

泄流量约 1066 m³/s，且泄洪期间现场观测结果表明

坝体稳定，未发现明显异常现象，足见大坝调蓄洪

峰，减少洪水破坏的能力满足设计要求，喀方对坝体

结构和拦洪能力也十分放心。

尽管拉格都水电站较好地抵御了 1988 年洪水，

但电站溢洪道和泄洪洞在长达35 d的激流冲刷下发生

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沿岸房屋和设施遭到一定损毁。

不过这些建筑和设施是附近居民及喀方水电部门在电

站完工后自建的，不属于电站泄洪设施。针对这些问

题，中方派出工程队在拉格都水坝下游进行了两次护

岸施工[5, 7]。 1992 年二期工程完成，护岸状况

良好[5]18-19。

1978年拉格都水电站开工建设后，喀麦隆和尼

日利亚即就贝努埃河上游水资源分配问题和洪涝季节

的洪水预报和泄洪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和讨论。

1982年，在喀麦隆方面的协助下，两国签署备忘录，

尼日利亚提出应对拉格都水电站带来的国际水合作挑

战的解决方案：在尼日利亚达辛豪撒（Dasin-Hausa）

地区建一个多用途水电站进行二次蓄水，以有效缓解

上游拉格都水电站泄洪可能造成的洪涝灾害。然而，

尼方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该计划至今没有实施，水

电站下游的尼日利亚民众依然饱受洪涝之苦[8-9]。

长时间集中泄洪也使得拉格都水电站设施老化严

重，例如，坝体开裂导致渗水漏水等隐患不断加重，

影响蓄水和发电，已达不到设计预期效果。为消除隐

患，2009年，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达成协议，共同出

资修复拉格都水电站。然而，一如 1982年的水电站

计划，该修复工程仍在延宕[10]。

3　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涝及其次生灾害出现

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显著改

变了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气候模式。贝努埃河流域属

季节性降雨区，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在 1953—

1981年，贝努埃河年均径流量约为250 m3/s，洪峰时

最高可达 3400 m3/s[5]17。短时洪峰是该地区防汛面临

的主要考验，在极端气候影响下，贝努埃河径流量变

化的差距会被进一步放大，极易造成更加严重的洪涝

灾害。研究者们根据 1969—2018年间的气候（降雨

量和温度）和水文数据（河流流量）[11]，发现影响

贝努埃河各要素在均值附近波动较大。以Yola区域

为例，径流和降雨总量均有所减少时，降雨减少幅度

约为径流量的 14 倍，降雨量和温度对此影响可达

24%及31%[12]。汛期向下游开闸泄洪成了拉格都水电

站在径流量激增时的无奈选择。如果上下游同时降暴

雨，那么来自贝努埃河的洪峰不仅会在大坝下游的喀

麦隆境内淹没河道两岸（图 1），还可能在汇入尼日

尔河时与干流洪峰叠加，在尼日尔河下游的尼日利亚

引起更大规模的洪涝灾害。

长期以来，尼日利亚饱受洪灾之苦。2012 年，

毁灭性的洪水迫使 200 万尼日利亚人背井离乡，363 

人死亡；2015年，10多万人因洪灾流离失所，53人

死亡；2016 年，9.2万人受困洪涝灾害，38 人死亡；

2017年，洪水影响了该国中东部地区 25万人；2019

年，受洪灾影响，近 28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达

158 人；2020 年，受洪水影响人数上升至 235 万余

人，死亡 69人；2021年 7月，洪水淹没尼日利亚商

业中心拉各斯州多个地区，导致 4000多居民流离失

表2　1988年汛期拉格都水电站部分实测指标[5]18

Table 2　Selected practice indicators of Lagdo dam in flood season 
1988[5]18

指标指标

洪峰流量/(m³/s)

最高库位/m

泄洪历时/d

泄洪洞出口最大流量/(m³/s)

溢洪道出口最大流量/(m³/s)

数值数值

>3000

216.56

35

420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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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022年6月起，西南季风过于强劲，喀麦隆和尼

日利亚都迎来了大范围的集中降水，许多地区降水量

高达 250~400 mm，远超同期多年平均水平，局部地

区累计降水超过1000 mm。拉格都水电站因强降雨进

行泄洪，下游尼日利亚受尼日尔河干流叠加洪水影

响，遭遇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一直到 2022年

11月底，阿南布拉州、三角洲州、克罗斯河州、河

流州和巴耶尔撒州仍在面临再次遭受洪灾的风险。尼

日利亚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表示，2022年发生的洪

涝灾害共造成 662人丧生，3174人受伤，243万余民

众流离失所[13-16]。

根据一份对尼日利亚境内8年来洪水的调查研究

显示[17]，在城镇地区，洪水的规模和威胁同城镇的

规模似乎是正相关的，就调查的 25个尼日利亚城市

来看，最大城市拉各斯洪水的平均宽度和深度、洪水

频率（每年10次）和持续时间都最长（25 d）[18]。

在尼日利亚广大的丘陵和山地区域，受灾情况也

极为严重。相比城市，尼日利亚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滞后，洪水的到来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

命财产安全是毁灭性的打击。暴雨引发的山洪很快淹

没了处于平坦地带的多个乡村耕地。根据尼日利亚当

局的报告，仅在2022年10月的洪灾中，就有11万公

顷的耕地遭淹没。洪水带来的各种污染物，包括生物

和化学污染物对土地造成的次生污染也不可小觑。土

地污染将导致依赖粮食进口满足国内需要的尼日利亚

面临更严重的粮食危机。洪水导致的漫滩土壤中化学

污染物的扩散，使得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渔业

资源受影响，与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功能可能面临失控。与此同时，洪灾过

后，流行病等次生灾害迅速蔓延。由于饮食，特别是

饮水受到污染，霍乱大规模流行。根据尼日利亚人道

主义事务部的统计，截至2022年10月12日，在尼日

图1　拉格都水电站下游，喀麦隆境内贝努埃河主要河床

Figure 1　Downstream of the Lagadu hydroelectric power station, the main bed of the Benue River in Camer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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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阿达马瓦州和约贝州累计报告

了7485例霍乱病例，死亡319例[19]。

为了更好地统筹贝努埃流域的生产建设和经济发

展事宜，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设立了贝努埃河流域上游

发展局和贝努埃河流域下游发展局等部门。国家内陆

水道管理局负责对本国水道进行统筹管理，这些流域

机制或国家机构的使命都是促进流域内各州可持续发

展，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生态再生、政治和平

的地区。即使这些部门制定了符合流域人民共同愿景

的各种理想目标，并基于卫星测绘，对尼日利亚东部

的贝努埃河中上游地区建立了 15年规划，包括对沿

河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的上游洪峰预警机

制，但项目的实施却收效甚微。

一般来说，洪峰预警的信息由上游国家通过设置

水文检测站进行判断，并通过双边协议或合作机制来

规范及固定主要传递渠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气象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机构和国际河流流域

内各国合作机制可以协助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之间的

信息共享和传递。但尼喀双方并未在流域中建立行之

有效的洪峰预警机制。即使在尼日利亚本国，洪灾的

信息也未能及时传达至沿岸群众，大量损失因此产

生。在天然洪泛区和雨水通道上的非法建筑行为，缺

乏维护的水利基础设施，在环境保护及环境执法方面

的滞后也使得尼日利亚的洪水显得更具破坏力。

4　对中非水利建设合作的启发

4.1　尊重主权，坚持平等互利原则

我国对外援助一直秉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身发展

能力，不附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平等互利、共同发

展，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原

则[20]。拉格都工程展现了我国对非援助中真诚帮助、

平等互利的美好愿景，也体现了中非人民守望相助、

共同发展的珍贵友谊，喀方也将拉格都水电站视为中

喀外交成果的重要标志[21]。在工程建设投资领域，

拉格都水电站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BOT（建设、运

营、转让）模式
①
。拉格都水电站的建设开始于我国

改革开放前，水电站由我国勘测设计，并全部采用中

国设备，对喀麦隆提供全额无偿援助。拉格都水电站

建成后，喀麦隆国家电力公司（SONEL）将水电站

收归运营
②
。

拉格都水电站是中非水利合作“授人以渔”的良

好代表。在水电站建设中，招募自喀麦隆当地的工人

同中国工程人员共同参与；在运营中，中国运维人员

也积极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力求使当地人具备独立运

维水电站的能力。1990年，拉格都水电站的运营团

队包括 100余名喀麦隆工作人员和 12名中国技术人

员，在喀中国工程师曾称赞当地工作人员已基本具备

了独立运营水电站的能力[4]。中国专业技术人员这种

寓培训于实践的模式，不仅使技术和管理顺利让渡给

当地国，而且保障了喀麦隆方的主权利益，是真正尊

重非洲自主发展的良好示范。

4.2　多维度、全方面提升项目惠民

拉格都水电站不仅是喀麦隆北方地区重要的电力

来源，还综合了航运，渔业发展等多重经济效应。水

电站建设前，当地的农业生产模式与季节变化密切相

关，在旱季，农业生产者在平坦的拉格都山谷中央种

植口粮作物（主要是高粱），在每年7~10月雨季到来

导致峡谷中央被淹没前，当地农业生产者会收割作物

并转移到高处放牧。这种季节性的农业-牧业交替的

模式在大坝建成后被水田耕作和渔业捕捞的农业生产

方式取代[22]。在喀麦隆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拉格

都库区周围的农业开发被列为重点工程，水电站蓄水

足以支持约1万公顷的土地灌溉。1990年，当地已有

我国协助开发的60公顷稻田，被分给180户农民进行

耕种。此时水稻公顷产量约13 t，接近我国江南地区

同期水平。农民在向喀麦隆管理方交足管理费并留存

口粮后，还可获取约 70000~80000中非法郎的收入。

水库中充满鱼类，1990年时年捕捞量可达1.3万 t[4]。

① BOT模式是指企业或承包商在建设完成后，负责工程的运营和维护一段时间，然后将工程转让给相关方，如政府或其他运营方。在此

模式下，承包商需要自行筹集资金进行工程建设，并通过运营收入回收投资。

② 2001年，美国AES电力公司宣布收购喀麦隆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宣布成立AES-喀麦隆国家电力运营及配送公司（AES-SONEL）作为

其子公司。之后，新公司继续运营拉格都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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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农业的发展使得水库周围形成了繁华的聚

落（即拉格都城），商业和服务业在这一地区也得以

发展。根据从当地搜集的数据，超过 50%的村庄是

1980年后在该地区形成的。拉格都河谷地区的人口

密度（30人/km2）在整个喀麦隆北方大区中最高，也

高于喀麦隆全国的平均人口密度（17人/km²）[22]。

值得注意的是，拉格都水电站建成后，提升了沿

岸植物环境的多样性。在对木本作物的对比研究中，

相比水电站建设完成前的 1966—1976年[23]，拉格都

峡谷附近贝努埃河床周围出现了诸多新的木本植物，

如 mangifera indica（杧果）、adansonia digitalata（猴

面 包 树 ）、 balanites aegytiaca （ 埃 及 香 脂 ）、

tamarindus indica （ 酸 角 ）、 comiphora kerstingii、

psidium guajava（番石榴）、carica papaya（木瓜）和

柑橘属物种等。这些新的木本植物既包括了种植在果

园里的果树，也有周围农村和城镇居民种植，用于供

给城市木柴的桉树林等，丰富了当地原有物种，并增

进了当地居民的生产效益[23]。

4.3　工程项目要有舆情意识

近年来的尼日利亚洪灾中，关于拉格都水电站泄

洪导致下游洪灾的报道屡见不鲜，除了下游国家（尼

日利亚）对上游国家（喀麦隆）泄洪的指责外，还有

舆情扩大招致的对中国对外水电工程的抹黑。这并不

是个别人或媒体的偶然为之。尽管中国在非洲建设水

坝的合作形式多样
①
， 但中方注重中非水利项目对改

善民生、促进社会发展带来的综合效益，这区别于西

方同类建设中只宣扬环境保护，强调生态成本的基本

理念。从中国水利项目“走出去”的 20世纪 80年代

（拉格都水电站建设时期）开始，诸多西方国家和组

织退出水坝建设行业
②
，中国对自身建设的水利项目

始终坚持全程负责，从关注水电站对周边社区的影

响，到关注洪灾的舆情走向，中国都展现了完全区别

于西方的态度和作为。因此，在众多中非关系信息的

不全面、不准确的国际传播中，西方将中国民生工程

倒置为罔顾环境、忽视民生、强化政治影响，试图通

过抹黑中非工程合作，对中非合作的整体维度与效度

进行置疑。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集团公司、中国国际水电公司、中国水利水电集团

公司以及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等央企、国企和

民营企业正广泛参与非洲的水电建设，至少有 22个

非洲国家的中非合作水电项目正处于在建状态[24]，应

充分考虑和重视“建设后效应”③。中西方巨大的水

利合作理念差异，及西方借助水电站建设议题对中非

合作的攻击，值得进一步重视和做好应对。

5　结语

通过对拉格都水电站从设计、运营、初期防洪效

益等的历程性分析，到贝努埃河流域上下游国家机制

的一系列历史考察，可以确定拉格都水电站在设计和

运营中均坚持了我国量力而为、授人以渔的援助原

则，采用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水电站在喀方运营期间，国际资本的进入也有利于拉

格都水电站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但在拉格

都水电站的后续维护中，相关国家并没有重视对下游

防洪工程和水电站设施维护的投入，下游的水电站工

程修建迟迟未能上马，流域上下游国家水利合作及洪

灾防控机制又形同虚设，拉格都水电站的防洪效益也

只能停留在最初的指标中，无法适应愈演愈烈的气候

变化。

中国在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合作中，应将当地国的

① 除上文提及的BOT模式外，对外工程模式还有 EPC（设计、采购、施工）模式、PPP（政府-民营合作）模式和EPCM模式等：EPC

（设计、采购、施工）模式：EPC模式是指企业或承包商负责对外工程的整个过程，即从项目设计、设备采购到现场施工的全流程负

责。这种模式下，承包商承担了整个工程的风险和责任。PPP（政府-民营合作）模式：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共同进行工程

建设和运营。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承担工程建设、运营和维护的责任和风险，并分享收益。EPCM（设计、采购、施工

管理）模式：EPCM模式是指企业或承包商负责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管理，但实际施工由其他承包商完成。EPCM模式下，承包商

主要负责工程管理、监督和协调。Turnkey（交钥匙）模式：Turnkey模式是指承包商在接受项目后，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完整、可直接

使用的项目给业主。承包商负责项目的所有阶段，从设计到施工再到交付，业主只需按合同支付费用。

② 特别是经合组织的国家和组织。

③ 建设后效应是工程建设完成后对当地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带来的一系列效应的总称，包括生态效应，社会效应等，是衡量工程建设效

益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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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度纳入前期调研的主要内

容。近年来，非洲国家普遍存在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

过快的问题，很可能成为中非项目长期合作中的重要

掣肘。长期积累的不合理城市规划、老旧的排水设施

容量有限，无法有效处理大量的降雨水流，容易导致

积水和内涝加剧。一般而言，在泄洪道两岸进行保护

和管理，可以有效防止洪水冲毁泄洪道和周边地区，

一方面通过实时监测，可以发现岸坡出现滑坡、塌方

等问题的迹象，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复和加固；另一

方面定期对泄洪道进行清淤，确保河道的通畅，减少

水流的阻力，提高泄洪效果；尤其是及时修复破损的

堤坝、闸门等设施，保障泄洪道的正常运行。利用护

岸工程（包括混凝土护岸、沥青混凝土护岸、石笼护

岸等）来加固泄洪道两岸，防止洪水侵蚀和冲毁岸坡

也是惯常的做法。然而，非洲国家在发展中普遍面临

资金短缺的困境，对水电站的维护和修复并没有足够

重视，因此泄洪道沿岸的工程年久失修也是洪涝不断

增加的一个因素。

中非水利合作等援外工程本身就涉及到国际合作

和区域解决方案，从长时段、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中

国建设不能只是停留在工程本身，而应该有更长远的

工程和社会发展方案。对于防洪措施来说，水坝不是

唯一的解决方案，提高河道容量、改善水文条件、建

立泄洪区等，也是可以采取的有效手段。另外，促进

河流功能的恢复与保护，保障湿地和自然洪水消退区

的生态系统，协助相关国家建立洪水预警系统，制定

应急预案，加强防洪设施的抗洪能力，重视社区居民

在防洪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和决策权，充分考虑气候变

化对水力发电用水及基础设施变动性的影响等，都是

中国在水电工程之外必须要重视的当地社会、文化和

发展要素。中国对外项目一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利他精神为主旨，但只要项目与中国有关，就应该在

前期充分考虑和重视“建设后效应”，以实现项目真

正长续、良好的口碑。在当前某些国家借助环保、人

权等议题，对我国在非援助和投资方面横加指责的背

景下，也只有不断提升对外工程的信度和效益，才可

以更好地提升中国品牌享誉度，形成良好的中国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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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nstruction Effects should be Fully Emphasized in Foreign 
Aid Projects: A Case Study of China’s Aid Lagdo Dam

Zhang　Jin*, Wu　Yuefeng

Center of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sign data and initial results of the Lagdo Dam's flood control facilities, including dams, 
spillways, flood discharge tunnels, diversion channels, and revetments, and presents the changes in flood control effectiveness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and examines the downstream flood disasters in recent years. It found that 
China-Africa water conservancy cooperation need to fully consider the "post-construction effects", a longer-term projec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should be set up.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in foreign aid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world 
leader in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Africa is a region rich in hydropower resource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generation still lags far behind the continent's development needs. The Benue River is the longest tributary of the 
Niger River, originating from the Adamawa Plateau in northern Cameroon, flowing westward through Nigeria and joining the 
Niger River. The tributari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Benue River have significant topographical drops and many waterfalls, 
making them rich in hydropower resources and an ideal choice for hydro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As one of China's largest 
foreign aid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started from the 1970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gdo Dam on the 
Benue River was a major project not only for power generation but also for fisheries, tourism, flood control,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dam was handed over to Cameroon for operation in 1984 and was praised by Cameroonian leaders as a "fruitful result of 
China-Cameroon friendship" and "an exampl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after the dam's completion, its 
flood control capacity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began to show effectiveness, benefiting the people of both Cameroon and Nigeria. 
From dat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during a ten-year flood peak, showing that the dam's capacity to regulate 
flood peaks and reduce flood damage meets design requirements, which gave Cameroonian authorities great confidence in the 
dam's structure and flood retention capability. However, due to factors such as dam aging, shelving of downstream flood storage 
reservoir plans, the benefits and flood discharge issues of the Lagdo Dam have sparked controvers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intensified, significantly altering global climate patterns, including those in Africa, especially to the 
Benue River basin which is a seasonal rainfall area. Short-term flood peaks are the main challenge for flood control in this 
regio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runoff changes in the Benue River will be further magnified, easily causing more severe flood 
disasters. Nigeria, as the downstream region of the Lagdo Dam, has suffered severe floods. This is related to the late-stage 
oper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maintenance of Nigeria's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Camron and Nigeria both are relevant 
countries, but neither has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nvestment in downstream flood control projects and hydropower station 
mainte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ownstream hydropower projects has been delay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operation and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 mechanisms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basin are practically non-
existent. So, till now, the flood control benefits of the Lagdo Dam remain at their initial levels,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limate chang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China-Africa water conservancy cooperation or foreign aid projects still on the progressing way to 
go, whil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ing sovereignty and equal mutual benefi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project's 
benefits to the peopl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t the same time, 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often invol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solu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fully consider the "post-construction effects" and set up long-term 
engineer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in all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the speed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host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main content of preliminary research, carefully addressing the common issues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African countries. For flood control measures, dams are not the only solution; increasing river channel 
capacity, improving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ing flood discharge zones are also effective means. Additionally, 
promoting the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river functions, ensuring the ecosystems of wetlands and natural flood recession 
areas, assisting relevant countries in establishing flood 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mulating emergency plans, strengthening the 
flood resistance of flood control facilities, and emphasizing the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right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the flood contro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ully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resources and 
infrastructure variability, are all local social, 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factors that China must pay attention to beyond 
hydropower projects..

Keywords: China-Africa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operation; Lagdo dam; post-construction effects; flood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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