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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扩大内需农网投资项目、农网

改 造 升 级 工 程，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超

过 1 万亿元，农村户均供电容量从

2010 年的不足 1 千伏安提高到 2015

年的 1.72 千伏安。

经 营 区 域 全 面 实 现“ 户 户 通

电”。2006 年以来，公司累计投入

381 亿元，实施农村“户户通电”

工程，加快无电地区电力建设，解

决了 191.7 万无电户、749.5 万无电

人口的通电问题。

农村供电质量显著提高。公司

聚焦影响和制约农网供电质量的突

出问题，深入开展“低电压”综合

治理，加强县域电网与主网联系。

“十二五”以来，累计解决 3071 万

农村用户“低电压”问题、49 个县

域电网“孤网运行”问题、124 个

县域电网与主网联系薄弱问题。经

营区域内农网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从

54.3 小时下降到 22.88 小时。

民 族 边 疆 地 区 和 革 命 老 区 电

网得到加强。公司认真贯彻中央关

于支持西藏、新疆等民族边疆地区

及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决策部署，

“十一五”以来，累计投入 407 亿元，

建成新疆与西北联网、青藏联网、

川藏联网、玉树与青海联网、四川“新

甘石”联网等工程，为满足清洁能

源开发送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

边疆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

县级供电企业管理体制逐步理

顺。坚持城乡电网协调发展，落实

国家政策要求，理顺农电管理体制。

2010 年以来，分批完成 853 家（占

比 82.3%）代管县级供电企业的划

转工作，依托大电网人才、管理、

技术优势，推进农村用电管理水平

提升，促进县域电网统一规范管理，

为农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国家电网》

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有哪

些重要意义？

王宏志：

新 一 轮 农 村 电 网 改 造 升 级 工

程，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促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村电网供电

质量和水平，更好地促进农业现代

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

要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访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  王宏志

文 / 本刊记者  高雅  通讯员 刘思革

农村电网是服务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今

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大

决策部署，要求在“十三五”实施

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这

项工程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哪些

影响？国家电网公司与各级政府之

间的责任与义务如何划分？具体实

施中有哪些新理念？就这些问题，

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电网公司发展

策划部主任王宏志。

《国家电网》

请您简要介绍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

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取得的主要成绩。

王宏志：

国家电网公司坚持服务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大力实施“新

农村、新电力、新服务”农电发展

战略，持续加大投入，经营区域内

农村电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农村电网实现跨越发展。1998

年以来，公司先后实施一二期农网

改造工程、中西部地区农网完善工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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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工程，是贯彻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部署、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近年来，随着国家新型城镇

化与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农村用

电量持续快速增长。2015 年县域电

网用电量达到公司全口径用电量的

55%。预计“十三五”期间，农村

电力需求仍将保持 7.7% 以上的增

速。与农村持续快速增长的用电需

求相比，农村电网发展仍显滞后。

低电压、卡脖子、动力电不足等问

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农村消费升级

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工程，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服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公司以

“四个服务”为宗旨，在促进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开展电力扶贫等方面承担

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与城市电网相

比，农村电网受发展基础、自然条

件等方面的制约，在供电能力、可

靠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2015

年公司经营区域内农村用户年均停

电时间比城市高出 10 小时左右。特

别是贫困县，农村 10 千伏线路互联

率仅为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供电

距离是平均水平的 2 倍，用户平均

配变容量不到城市用户的一半。作

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能源供应企

业，公司有责任、有义务发挥自身

优势，持续改善农村电网，为打赢

扶贫脱贫攻坚战、贫困地区迈入全

面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工程，是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

平稳增长的需要。农村电网建设具

有产业链长、劳动密集、需求拉动

作用突出等特点，实施新一轮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既能够有效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又有利于扩大合

理有效投资，将有力带动电工制造、

钢铁有色、建筑安装、家用电器等

产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为稳定

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国家电网》

近期，公司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签署共同推进小城镇（中心村）

电网改造升级和“井井通电”工程

合作协议，其背景是什么？主要内

容有哪些？

王宏志：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郑重承诺，到 2017 年底，

全面完成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

造升级，实现平原地区机井通电全

覆盖。这是重要的民生任务、政治

任务，是近两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工作的重中之重。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改造升级农村电网的小城镇（中

心村）约 8.5 万个，新增和改造通

电机井 227 万眼。这些工作中，大

部分任务在公司经营区域内。为贯

彻落实国家决策部署，公司今明两

年安排农网投资计划 2800 亿元（其

中，2016 年安排投资 1718 亿元），

达到“十三五”农网规划总投资的

50%，其中小城镇（中心村）电网

改造升级、井井通电和村村通动力

电三项攻坚任务，总投资 1588 亿元，

工程建设任务重、工作标准高、时

间要求紧、社会关注度高。

为打赢今明两年攻坚战，圆满

完成公司经营区域内小城镇（中心

村）电网改造升级和“井井通电”

工程建设任务，公司主动与各省级

政府联系对接，商议签署关于共同

推进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

级和“井井通电”工程的合作协议。

目前公司已与 20 家省（区、市）政

府完成合作协议签署工作。公司与

经营区内剩余省（区、市）政府的

合作协议签署工作将在近期完成。

在合作协议中，公司与各省级

政府就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达成一致

意见。一是明确任务。共同确认小

城镇（中心村）个数、新通电和改

造的机井眼数，以及配套电网投资

规模；二是疏导电价矛盾。各省级

政府将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

升级和“井井通电”工程投资纳入

输配电有效资产和准许收入，通过

输配电价回收；三是理清界面。按

照产权分界点，明确“井井通电”

工程投资界面，公司主要负责 10 千

伏配变台区及以上电网建设改造；

四是争取政策支持。与地方政府共

同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落实地方

财政支持，促请地方政府在征地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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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青苗赔偿等方面出台优惠支持

政策。

《国家电网》

具体而言，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

王宏志：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离不

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亟需出台

相应支持政策。

一是强化规划统筹与落实。建

议各级政府将农网改造升级规划方

案及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预留变电站、配电室、箱变及线路

走廊位置；将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纳

入政府重点工程，加快项目核准等

审批工作，协调青苗赔偿、征地拆

迁等民事工作，为工程顺利实施创

造条件，确保农网规划落实。

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建议

进一步加大中央资本金支持力度。

经测算，“十三五”期间共需安排

中央资金 600 亿元，以确保新一轮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顺利实施。建议

地方政府整合涉农资金支持农网建

设，并对农网投资给予资本金、贴

息等财政支持。

三是积极疏导输配电价矛盾。

建议地方政府将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工程全部纳入电网有效资产范围，

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

核定输配电价，疏导输配电价矛盾。

四是建立运营服务补贴机制。

对电价承受能力差的中西部偏远地

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给予农网

运营补贴。建立农田配套电力设施

运行专项补贴机制，综合考虑机井

用电设施维护及抽水期间服务管理

成本，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项基金，

用于机井用电设施的运行维护补贴。

《国家电网》

公司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中有哪

些新理念？ 

王宏志：

按时保质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

改造升级工程，是公司向党中央、

国务院立下的“军令状”，也是向

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国家电

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舒印彪在

4 月 29 日召开的“实施新一轮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暨第一批项目开工动

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公司上

下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把工程建

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科学规划电网。按照“统一、

衔接、结合”的原则，编制“十三五”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规划。统一，

就是统筹考虑各电压等级协调发展，

统筹各轮次项目安排，自下而上逐

级编制规划，做到“一张图、一张网”，

项目投资不重不漏、建设时序紧凑

合理，保证规划的整体性。衔接，

就是做到各专项规划之间紧密衔接，

电网规划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之间紧密衔接，保证规划的系统性。

结合，就是坚持新建与改造相结合，

注重节约和梯次利用，统筹合理安

排，避免出现随意拆除、大拆大建、

盲目建设和超标准改造等浪费现象，

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推进标准化建设。全面落实公

司农配电网建设技术规范、标准，

推广应用“三通一标”和“农网适

用技术”，规范和简化设备选型。

贯彻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理念，充

分考虑区域负荷增长潜力和长远用

电需求，科学确定设备标准。

严格规范管理。加强财务资金

管理，严格执行“五制三算”制度，

确保资金依法合规使用。充分发挥

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部门协

同监督作用，超前开展全过程监督

检查。落实中纪委加强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的各项要求，以零容忍

态度快查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坚决防止各种借机收费或搭车收费

行为。

确保安全质量。加强工程全过

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努力打造精

品工程。合理安排设备招标采购计

划和批次，严把设备入口关，保证

设备质量。加强施工队伍管理，严

格承包单位资质审查，规范签订承

包合同和安全协议。加强对施工现

场的督导和检查，认真落实《安规》

要求，严格执行“两票三制”，确

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建立工

程后评估机制，实行责任追溯，保

证工作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