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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

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

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1 月 27 日发布，

连续 13 年聚焦“三农”问题。

电力是社会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

的必需品，更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保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加快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开展农村“低电压”综合治理。这是

中央一号文件中第 7 次出现“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

国家电网公司积极服务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主动履行社会责任。1998

年以来，按国家有关政策和部署，国

家电网公司（2002 年以前为国家电力

公司）先后开展了一、二期农网改造、

县域电网改造、中西部农网完善、“户

户通电”、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等农网专项工程，

积极筹措资金进行农网建设与改造，

推进新农村电气化建设。

这些工程的实施，使公司经营区

农网得到普遍改造，农网简陋落后的

面貌基本改变，农村居民生活用电得

到较好保障，农业生产用电问题基本

解决，总体建成“安全可靠、节能环保、

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电网，

农网改造晋级之路
文 / 本刊记者 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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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 十 二 五” 期 间， 国 家 电 网 实

现跨越式发展。农网户均配变容量由

2010 年 的 0.99 千 伏 安 提 高 至 1.72 千

伏安。农网户均停电时间由 2010 年

的 31.9 小时减少到 13.1 小时，综合电

压合格率由 2010 年的 97.48% 提高到

99.065%。提前完成国家电网延伸范围

内“户户通电”任务。综合治理农村

低电压 3071 万户，累计为 58 万无电

户 240 万无电人口解决了用电问题。

农网供电能力的增强和供电质量

的改善，对保障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用电，拉动上下游产业增值，扩大内需，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

推动作用。

据统计，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实施以来，约 3000 亿元资金用于

购买电力设备和电工材料，拉动配电

及控制设备制造业、电线、电缆、光

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

业、仪表制造业等相关产业新增产值

约 1300 亿元。

建设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

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启动新

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传统城

乡二元结构逐步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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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社会呈现

新的发展特点，同时也对农村电力发

展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农业

逐步兴起，乡村工业、旅游业和特色

种（养）殖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种

（养）殖基地广泛应用，农村家庭作坊、

小型加工点大量采用生产效率更高的

电动力替代人力和机械动力。随着油、

电价比的提高，农村居民采用电力生

产和灌溉的意愿逐渐强烈。

此外，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和舒

适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空调、电暖

气等调温设备得到快速普及，农村电

力能源消费比重不断增加。根据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我国农村居民每百

户家庭拥有计算机 21.4 台、空调 25.4

台、电冰箱 67.3 台、洗衣机 67.2 台、

彩电 117 台。空调、电磁炉、微波炉、

电饭煲等大功率电器已在农村家庭得

到普遍使用。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农网规划建设标准、

运营管理模式以及供电服务体系都将

面临新的挑战。

公司持续开展的农网改造升级，

已经解决了一些制约农网供电能力的

突出问题。但同期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用电量迅猛增长，且一二期农网

改造等早期农网工程以满足基本用电

为主，建设标准偏低，建成项目已运

行超过 15 年，随着用电需求的成倍增

长，逐渐出现供电能力不足等不适应

问题，需要加大改造升级力度、扩大

改造面，提升农网供电能力。此外，

农网处于电网末端，网架结构偏弱，

装备水平相对落后。从资金角度来看，

也存在资金缺口较大、农网改造升级

建设和运维成本高等问题。
  左图：架设 35 千伏农村电网供电线路。

摄影 /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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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投资 7000 亿元以上实施新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本次农网改造升级

工程，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和扶贫搬迁等，将有效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按照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支持新型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美丽乡村建设

为主线，统筹城乡电网发展，充分考

虑农村电力发展特点，以加强供电能

力和网架结构为基础，以提高供电质

量为目标，贯彻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

理念，坚持建设与改造并举，推进标

准化建设，遵循“统一规划、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先进适用、经济高效”

的原则，解决农网发展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薄弱环节，全面提升农网供电保

障和服务支撑能力。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公 报 提 出， 到

2020 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

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比

2010 年翻一番，全国 GDP 总量将接近

80 万亿元，其中公司经营区县域 GDP

将超过 40 万亿元。

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计算

机、空调、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家电

普 及 率 将 大 大 增 加。 预 计 2020 年，

农村居民每百户家庭将拥有计算机 35

台、空调 65 台、电冰箱 85 台、洗衣

机 89 台、彩电 130 台。

根据一号文件，要推进农业现代

化生产。农业生产主要涵盖农业排灌、

大棚种植、农产品加工、畜牧业养殖等，

其用电特征是时间集中，机械用电负

荷大，季节性特征明显。本轮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重点提出了要结合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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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公司大力推进农业生产

电力设施建设与改造，到 2020 年，公

司经营区农业生产用电量将达到 1289

亿千瓦时，“十三五”年均增速为 7.7%。

农业现代化发展将促进农业生产

配套设施的“机改电”，实现“以电

代油”。如果按照 2020 年 20% ～ 30%

的排灌柴油机动力实现电能替代，需

增加电力功率约 1400 万～ 2100 万千

瓦，其中公司供电区内农用排灌柴油
  下图：一系列农网改造工程，解决了制约农

网供电能力的突出问题。摄影 / 王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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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约 800 万台、7000 万千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电力负荷的

变化及供电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需要进一

步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配电网

更加智能，具有较强的双向互动、协

调控制的能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也要求更高的农村供电服务水平。

根据预测，“十三五”期间，公

司系统农网全社会用电量将继续稳步

增长，增速高于同期 GDP 年均增速预

测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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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速分别为 7.76%

和 8.58%。公司经营区农网供电可靠

率不低于 99.945%，户均停电时间不

超过 4.8 小时，综合电压合格率不低

于 99.45%，对应平均电压不合格时间

不超过 48 小时。

电网扶贫攻坚

“十二五”期间，公司统筹城乡

电网发展，推进电力普遍服务，贫困

地区电网建设户均投资高于公司供电

区域平均值。但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制

约，边远贫困地区电力发展缓慢，供

用电仍存在矛盾，低电压问题突出。

此次国务院部署的新一轮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重点之一就是要加快西

部及贫困地区的农网改造升级，以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

着力解决电压不达标、不通动力电等

问题。

做好边远贫困地区农村电力建设，

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

基本前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客观要求。

国家电网公司始终坚持服务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积极落实中央扶贫部署，加快推进“国

网阳光扶贫行动”。

公司提出投资 367 亿元，三年解

决村村“通动力电”工程、光伏扶贫

项目接网和定点扶贫五县区脱贫问题。

结合农网改造升级，今年年内完成 1.3

万个自然村通动力电、2.7 万个自然村

动力电改造工程。

“十三五”期间，公司将全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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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基本实现电力

普遍服务均等化，城、农网户均停电

时间差值缩小到 3.9 小时，综合电压合

格率差值缩小到 0.55 个百分点。农村

供电服务半径小于 10 公里。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对于完成“十三五”整体目标任务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了解，今年的

配电网建设重点工作是加快实施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有效解决农网低电压、

卡脖子、动力电不足等问题，上半年

完成 2015 年国家新增中西部农网项

目，年内完成新增东部七省（市）农

网和城镇配电网工程。做好高可靠性

供电、新型城镇化等各类示范区、试

点工程建设改造方案，开展小康电示

范县研究，在北京、江苏、江西、辽

宁等地启动 7 个智能配电网试点示范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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