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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年底，国家电网公司

供电区域农网覆盖 26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1733 个县（旗、县级市），

服务各类农网电力用户 2.73 亿户、7.8

亿人，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 80%。

面 对 这 样 的 群 体，“ 十 三 五”

期间，国家电网公司给自己提出了这

样 一 个 目 标： 到 2020 年， 国 家 电 网

公司经营区域内农网供电可靠率不低

于 99.945%，综合电压合格率不低于

99.45%。上面两个数字看起来比较抽

象，换算成好理解的数据就是：户均

停电时间不超过 4.8 小时，平均电压不

合格时间不超过 48 小时。

优化结构 提高标准

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完成的目标。

经过前几轮的农网改造，“十二五”

期间，我国农村电网质量普遍得到提

升，已经基本建成了安全可靠、节能

环保、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的新型农

村电网。

然而，目前我国传统城乡二元结

构逐步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将伴

随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经营方式、

交通环保和清洁能源利用等新发展模

式的出现，将对农村电力发展提出更

高的要求。

据测算，至 2020 年，公司经营区

农网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3.99 万亿千

瓦时，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 6.93 亿千

瓦，分别比 2014 年增加 57%、76%，

“十三五”年均增速分别为 7.76%、

8.58%。农村居民生活用电量将达到

6184 亿千瓦时，较 2014 年增长 56%，

年均增长 7.7%。

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农村用电已经从以往解决生活用电质

量和水平问题，向解决农村生产或商

业动力用电问题转变。

为了满足农村发展需求，完善电

网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十三五”

期间，国家电网公司将通过增加变电

站布点、优化电源布局、提高电网互

联率，全面推进农网改造升级，形成

输配协调、强简有序、远近结合、标

准统一的网络结构，全面解决县域电

网与主网联系薄弱等突出问题。

在优化网架方面，公司计划通过

增加变电站布点，提高变电站容载比，

消除县城、中心城镇等重要地区单线、

单变供电的变电站，提高变电站 N-1

通过率，增强线路联络率和负荷转供

能力等方式，进行农网改造升级。

在消除短板方面，公司将改造的

重点放在改善落后地区农网网架，重

点解决西部地区县域电网与主网联系

薄弱问题，解决东北地区变电站单电

源供电，支撑能力差的问题，提高农

网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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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架升级：再一次，更完美
文 / 本刊记者 倪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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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轮农网改造升级还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升农网智能化水平。

公司将遵循经济实用、因地制宜

原则，逐步提高各类区域的配电自动

化覆盖率；通过一次二次协调发展，

开展农村电力通信网的建设与改造，

2020 年全面建成安全稳定、灵活高效

的通信网体系；并按照“全覆盖、全

采集、全费控”建设要求，加快推进

调度自动化系统建设力度，推广应用

智能电表，扩大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的

覆盖范围和业务应用范围，提升计量

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此外还将满足公司经营区农网新能源、

分布式能源发展需求，适应分布式电

源高比例接入。通过差异化选择故障

处理模式，缩短故障诊断和修复时间；

加强配电台区及用户运行信息的远程

采集，逐步实现电网与电力用户的友

好互动；积极研究应用农网先进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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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解决偏远地区的末端用户的供

电问题。

结合农村用电需求以及农网改造

升级目标，到 2020 年，公司经营区农

村电网 110 ～ 35 千伏变电容量建设规

模将达到 12.88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达

到 82.32 万公里，分别是 2014 年的 1.51

倍、1.41 倍。10 千伏配变容量达到 6.46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达到 327.18 万公

里，分别是 2014 年的 1.39 倍、1.26 倍。

如此体量的改造升级工程，又分

散在面积广阔的农村地区，一开始就

将电网建设改造全寿命周期成本考虑

在内，将为后期运维节省大量成本。

“十三五”期间，公司将在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中同时推进农网标准化

建设，提升农网装备水平，全面落实

典型供电模式、典型设计和通用造价，

优化设备选型，优先采用技术成熟、

运行可靠、经济环保的设施设备，规

范施工工艺，提高农网工程建设质量，

实现农网设计标准化、采购超市化、

物料成套化、施工装配化、工艺规范化。

如导线截面按照远景目标网架与饱和

负荷密度一次选定，避免大拆大建。

户均容量根据气候区域和经济水平的

差异，按照不低于小康家庭用电标准

配置，并根据大负荷条件下校核末端

用户的电压质量。应用一批高过载能

力配电变压器、调容变压器，提升春

节等重大节假日期间的供电保障能力，

重点改造户均配变容量不足 1 千伏安

的配电台区，实现户均配电容量充裕，

全面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等各类用电

需求。

配合发展 提升服务

2016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这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除了解决电压不达标、不通电等老问

  变压器升级是农网改造升级的重点工作之一。

摄影 / 王幕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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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推广农

业节水灌溉等，推动平原村机井用电

全覆盖，以及用商业机制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农网建设改造等，这将让农民

的生活品质更有保证。

在公司此轮农网改造升级规划中，

也将加强农业生产供电设施建设改造，

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列作重点工作。

“十三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

将根据各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因地制

宜，对粮食主产区农田节水灌溉、农

村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加工、畜禽水

产养殖等供电设施进行改造，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较好地满足现代农业对

电力的需求，稳步推进“机改电”。

公司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华北、

东北等粮食主产区稳步推进农业生产

供电设施建设与改造，促进电能替代、

服务农业发展。统筹安排农业生产配

套电力设施改造，优先解决粮食主产

区急需的、带动作用强的农田灌溉等

设施的电网改造。

除了考虑地域、经济方面因素，

公司还在公用变台的容量配置上，考

虑每户 0.5 千伏安的加工动力用电需

要，为农户未来发展提供足够的供电

空间。

此外，公司还将通过推广应用电

采暖、电制冷、电炊和电动交通，促

进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的“机改电”，

农村生活“煤改电”，扩大电力能源

在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消费比重，减

少化石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推动城

乡用能方式转变，并将节约资源、降

低能耗、保护环境全面融入电网规划、

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全过程，逐

步淘汰高耗能配电变压器和陈旧设备，

同时满足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接入需求

提高农网协调运行控制能力和适应性，

实现分布式电源即插即用与就地消纳，

提高可再生能源接入比例，满足分布

式电源渗透率 10% 以上的接纳需求，

加强分布式电源 / 微电网接入配电网

运行控制与电能质量调节技术研究，

逐步开展示范试点建设，解决山区、

海岛等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问题。

“十三五”期间，公司将通过全

面解决农村“低电压”和县域电网联

系薄弱问题，保障边远贫困地区基本

用电需求，改善社会民生。

攻坚边远 加强扶贫

其实，对于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来

说，其中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就是贫

困地区的农网改造升级。

截至 2014 年年底，国家电网公司

经营区内贫困地区供电面积 133 万平

方公里，占公司经营区农网的 45%，

供电人口 5631 万户，19173 万人，占

25%，经营区边远贫困地区共涉及 553

个县，占公司经营区总数的 32%，然而，

如此大的供电面积，这些地区的全社

会用电量 2689 亿千瓦时，仅占农网全

社会用电量的 11%。

“十二五”期间，尽管公司通过

统筹城乡电网发展、推进电力普遍服

务等模式，增加贫困地区电网建设投

资，但这些地区普遍基础设施底子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所以电网发

展水平整体滞后。截至 2014 年年底，

用电水平、负荷密度、电网建设都低

于公司农网平均水平。这些地区人均

用电量 1402 千瓦时，为公司农网平均

水平（2768 千瓦时）的 51%；供电可

靠性 99.701%，比公司农网平均水平

低 0.177 个百分点，户均停电时间 26.2

小时，比公司农网平均水平长 15.5 小

时，存在 371 万农村“低电压”用户，

占公司经营区“低电压”用户总数的

44%，有 35 个县域电网与主网联系薄

弱，占公司经营区联系薄弱县域电网

  “十三五”期间，公司将根据各地区农业生

产特点，因地制宜进行供电设施改造，满足现代

农业对电力的需求。摄影 / 张超

“十二五”期间，我

国农村电网已经基本

建成了安全可靠、节

能环保、技术先进、

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

电网。随着我国经济

不断发展，农村用电

已经从以往解决生活

用 电 质 量 和 水 平 问

题，向解决农村生产

或商业动力用电问题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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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98%。

为改善贫困地区农村电网状况，

公司预备在“十三五”期间从满足基

本用电需求、解决电网突出问题、支

持光伏扶贫等三个方面入手，统一标

准、统一规划完成农网建设任务。

在满足基本用电需求方面，通过

加强贫困地区用电需求分析，增加变

电站布点来优化农村电网结构，保持

合理容载比，同时因地制宜使用配变，

缓解季节性突增负荷引起的“低电压”

问题。在设备选择方面，选用成熟可靠、

经济实用的设备设施，逐步更换老旧

设备，提高配电网安全性和经济性。

在解决电网突出问题方面，通过加强

县域电网与主网联络，确保供电安全。

合理增加 10 千伏主干线互联和分段，

提升中低压配电网供电能力，加快解

决用户供电“卡脖子”、“低电压”

等紧迫问题。在支持光伏扶贫方面，

加强配电网规划与光伏扶贫项目的衔

接，并深入开展农村分布式光伏并网

技术研究。

“十三五”期间，公司将落实国

家“三农”政策，自觉实践“四个服务”

宗旨，深入推进“两个转变”，构建

适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农网发

展新机制，统筹城乡电网发展，加快

解决边远贫困地区用电问题，全面提

升农网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

服务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美丽

乡村建设，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和谐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