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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 电气化是促使农村经济迅速摆脱贫困，走上穗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由于地方小 电网与国家大 电网的关系长期未能理顺，使农村 电气化严重蹙阻。丰文就 

如何 正确处理地方小网与国家大网之问敏感而一直未得解决的关系问题进行 了分析，并针 

对导致大小网矛盾的深层原因，提 出了通过建立股份制地方 电力公 司以根本解决矛盾 的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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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lectfiflcation 招 the only way for the countryside to get rid of economic 

poverty and to achier a stabl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But s／．ne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cal 

small electric network and the state big one have not been stra-喀htened out，the dewlopment of rural 

elec~ification has not yet rapidly gone ahead．This paper analyzed this unsolved problem an d sltg- 

geeted an assumption Of setting up solne local stock po wer compa nies，so as to have a possibility to 

so lve the problem completely． 

KEYW ORDS rural electrification}electric network；stock system 

1 农村电气化的障碍 

我国目前已形成以国家大网为骨干 ，地方电力相配合的发供电体系，承担着整十国民经 

济的供电任务。国家大网承担着大中城市、主要工业和交通的用电，并向部分农村供电，地方 

电力主要担负着大部分县镇和农村供电。国家大网与地方小网同时并存 、相互结合又 自成体 

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但由于大电网与小电网的关系没有理顺 ，业 已形成的这种格局既支 

撑、促进着农村电气化的发展，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电气化的进程。 

国家大网与地方小网之闻在供电及其管理上现已形成如下d种基本类型： 

1)以国家大网直接供 电为主，地方电力归口国家大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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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同一地区大同与小同供区交叉 ，彼此独立供电，各 自归口不同部门管理。 

3)由国家大网向地方小网趸售，以地方小网为主进行管理。 

)以地方电网供电为主，由地方 主管部门自行管理。 

除国家大网直供直管地区外，农村电气化大都是在中小水电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由于 

地方技术基础差 ，经济实力弱，加上运行管理和经营管理特别是供用 电管理不善，地方园地 

置宜、土洋结合 ，以小水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小电网调节能力弱 ，稳定性和可靠性差． 

鉴于地方小网的这些弱点，国家大网提出大小网之间开展联营即可使之改变。即发挥大 

网的技术经济优势 ，通过联营，以大扶小，实现大小网统一调度 ，共同管理 ，联合经营 ，利润分 

成 。 

地方 对联营有着不同看法，认为在 电力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特别是在严重缺电的情 况 

下，地方 自力更生、多渠道 、多层次、多模式办电(包括 自办输变 电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 

得管理、分配、经营和使用电力的自主权。认为大网推行联营是为了上收或变相上收地方 电 

网供区，以达到多家办电、独家经营的目的，其实质是改变地方 电网的所有权 ，如此联营侵犯 

了地方的权益 ，削弱了地方电力系统以电养电和 自我改造 、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地方办 电、管 

电的责任和积极性 受到打击，因此反对联营，主张联网。认为联网有利于在各 自所有权和经 

营管理权不变的基础上 ，在确保各 自发供电系统完整的前提下 ．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互相支 

持，自负盈亏。 

由于大网和小网在相互关系的处理上认识不一致，使得相互间关系难以协调 ．矛盾长期 

得不到解决，矛盾的核心是供电区及其权益问题，其实质是各 自的经济利益问题。农村 电气 

化也因此受阻。 

2 产生障碍的主要原因 

地方 小网与国家大网在相互权益上的矛盾 由来已久，双方就此问题也都进行过种种探 

索和努力，有关领导人也为此发表过讲话、作过指示，但矛盾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 ，甚至有加 

剧的趋势。这是由于如下深层原因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并使之难以解决。 ’ 

2．1 农村经济状况 

同现代工业相比较，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效率低下 ，自身积累 

能力弱，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农村经济仍处于以农业为核心的、较为完整、自给 自 

足、封闭的状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技术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其 

它方面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所以农村经济又具有相对依赖性。 

农村电气化正是为了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极端落后性 ，相对独立性并适应其相对依赖 

性而提出来的。农村经济的这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农村对于发展电力既要求撅为迫切，却又 

苦于能力不足。 

2．2 电力工 业特点 

电能的生产、输送、分配和使用与电网发、供 、用电形式紧密相连 ，不仅瞬时同步进行 ．而 

且在功率和能量上必须严格保持平衡，并需要一定的备用发供电能力，这是电力工业的基本 

特征 。电力生产、输送、分配工艺技术复杂，自动化程度高，需要庞大、高效率、先进的发电、输 

变电和配电设备、设施，因此，技术与资金的高度密集 ，是电力工业的又一特征，由于负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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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分布及其发展的不均衡，邻近电网的联网运行，统一调度，是电力工业的另一特征。 

农村电气化建设除了具备电力工业固有的特征外 ，还具有 自身的特点：负荷分散、平均 

负荷量小、负荷密度低，配电线路平均送电容量小，负荷总量和总用电量却很大 }负荷受季节 

和气侯影响大}电网规模小 ，调节能力低，可靠性稳定性差 。 

2．3 农村电气化要求 

农村电气化要求已供电地区进一步发展电网 ，提高用电水平，未用上电的用户保证在3 

年内全部用上电。为此 ，农村电气化提高出了初级电气化、基本电气化和全面电气化3个发展 

阶段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 目标。初级电气化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为经济起步奠定基础 ；基 

本电气化要求达到小康水平 ，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全面电气化要求农村经济基本实现工业 

化。其中，前两个阶段已经试点成功和正在试点 ，全面电气化试点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2．1 电力发展现状 

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仅为0．82。电力的极度短缺，使得国家电网只 

能首先保证重点，主要满足大中城市、骨干企业和运输线的用电，有余力再安排农村用电(季 

节性排灌用电除外)。农村靠大网供电长期得不到保证 ，饱受拉闸限电之苦，而且随着农村经 

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地方小网的丰枯矛盾、峰谷矛盾、供电数量及质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已 

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和生活用电的需要。 

2．s 管理体制 

电力工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公益性 、社会性和垄断性。多年来我国由国家投资、国家所有 

和国家经营着一批省级和跨省大电网。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 ，各网局和省局开始 向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转化，但政企尚未彻底分 离、各大网在积极扩展市场即发展新供区 

以增加盈利的同时，仍代行国家主管机关的管理职能。 

农村经济因其 自身特点决定了发展 电力必须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 ，实行多种形式的 

办电方针 。发展 电力生产力的多种形式决定了电力生产关系的多种形式。但是 ，在严重缺电 

的情况下 ，地方为了取得管电、用电的主动权 ，强调 电力的经营权和调度权由地方政府集中 

把握 ，政企高度合一，以对抗大电网的竞争。由此，国家大网与地方小网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却通过条条与块块、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 

3 突破障碍的有效途径 

由上述导致大小网矛盾的5方面主要原因可以看出，由地方发展电力的紧迫性及其局限 

性与 电力工业自身的规律性所导致的大网与小网之间在管电、用电上的矛盾，仅通过联营或 

联网等方式是难以解决的。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村经济状况及电力工业的特点，建 

立股份制地方电力公司不失为一条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 

股份制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两权分离的规范化组织形式 ，也是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发 

展经济的有效形式。它既可以通过产权关系将各投资者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同关心 

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又能使企业成为真正的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 

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对于调动多方面的办电积极性，采用多渠道、多层次、多模式发展农村电气化 ．股份制是 

较为理想的组织形式。为解决建设资金不足而采用股份制建设的电站 已为数不少 ，并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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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效果。但是 ，股份制的优越性除筹集资金外 ，更应当通过电网的经营管理得到充分体 

现 ，而且可以由此较好地解决地方小网与国家大网的关系。即大网与小网合资建立股份制地 

方电力公司，各自以资金或实物等作价入股 ，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内部实行统一管理 ， 

并服从全网的统一调度。通过合股方式把大网和小网紧密地结合成为利益共同体，促使合股 

各方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来发展地方电力工业，实现农村电气化。通过建立股份制地方 

电力公 司来发展农村电气化，有利于既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又充分发挥大网优 

势 ．冲破行业垄断和地 区界限，联合各方力量发展电力事业}有利于电力企业迅速转换经营 

机制，以中央和地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发挥规模效益的运行方式来替代集中管理 、垄断经 

营，单体作战的传统方式 I有利于改过去的投资单一、单纯生产型的电力企业为责权利相统 
一

的大规模电力企业或集团，有利于强化各方的电网意识 ，恪守电网统一规划、统一调度和 

统一管理的电力工业发展规律，维护电力企业办电、管电的主体地位和经营管理权、生产调 

度权的完整；有利于用经济、法律的手段约束各方关系。 

对于大小网之间建立紧密塑联合体的设想由来 已久 ．但有的地方耽心与大网合资以后， 

自身实力弱小，被大网吞并了去。其实只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应地转变观念t既不要圃 

于传统的高度集 中的一切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旧体制 ，也不要片面强调企业自身利益、部 门自 

身利益以及地方自身利益，更不要用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来审视目前规模虽小、底子虽薄、 

基础虽整，却是根植于先进技术和高度社会化基础之上的电气化建设，此耽心 自会消失。而 

且在具体实施时，还可以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以免大网实力过强 ，在所有地区均以绝对优 

势通过控股将小网全数。吞并 ，打击地方办电的积极性 ，侵犯地方利益。如可以将地方小网 

整体作为一方入股，大网作为合股的另一方则只将其在地方县境内的输、变、配电系统作价 

入股等等，双方按股分享盈利，分担风险。 

由于合股办电中的产权问题、不同的财政预算级次以及电力产品税的特殊分配办法，股 

份制地方电力公司的税金流向就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明确税金流向的关键是要明确 

产权的归属、投资者的隶属关系。对于股份制地方电力公司，其产品税可按各自的股权比例 

分别按不同渠道分流 ，即按现行规定 ，中央直属电力股，其 电力产品税地方、中央三七分成； 

地方股其电力产品税完全缴入地方财政。为了适应各方办电复杂多样、情况千变万化的特 

点，从根本上改变税金流向不明确、不合理的局面，最有效的办法是改革现有财政体制，逐步 

实行分税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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