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提升农村地区供电保障水平，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促进农村电网发展，

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推进城乡供

电服务均等化，推动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现就实施农村电

网巩固提升工程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加大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力度，巩固和提升并重，强化规划引领，

统筹资源要素，动员各方力量，深入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

程，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促提升，全面巩固提升农村电

力保障水平，推动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助力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农村电网规划应与各级各类国土空

间规划相衔接，强化各类要素保障；统筹农村电网各电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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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做好与上级电网规划衔接。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深刻把

握地区差异、产业结构差异、生活习惯差异等对农村供电保障

提出的不同要求，分类实施、精准投资，有效解决农村电网面

临的各类问题和短板。

绿色低碳，经济高效。提升装备节能水平，优化电力设施

布局，在保障可靠供电前提下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发挥电网能

源转换传输利用平台功能，大力支持风、光等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开发利用，支撑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创新驱动，开放共享。坚持创新驱动，鼓励推广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稳步提升农村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坚

持开放共享，灵活接入充电桩、储能等多元主体，不断提升配

电网综合承载能力。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年，农村电网网架结构更加坚强，装备水平不断提

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初见成效，农村电力保障水平得到全

面巩固提升，全国农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7%，综合电压合格

率不低于 99%，各地结合实际差异化制定本区域发展目标；农

村地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显著提升，消纳率保持在合

理水平；电能替代持续推进，农村地区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

重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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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齐农村电网发展短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四）巩固提升脱贫地区、革命老区电力保障水平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后“四个不摘”

的政策要求，聚焦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地区、革命

老区，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电力保障。结合易地帮扶搬迁、

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统筹加强迁入地电网基

础设施建设改造，持续提高供电保障能力。

（五）加强农村电网薄弱地区电网建设改造

通过合理规划布局电源点，加强负荷转移联络通道建设，

逐步解决边远地区农村电网与主网联系薄弱问题。在合理供电

范围内有序推动内蒙古、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

疆等省份公共电网延伸覆盖。因地制宜建设改造可再生能源微

电网，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柴油发电机等，有效提升边远地区

电力普遍服务水平。统筹推进新划转县域及农垦区、林区、小

水电供区、受灾地区电网建设改造，强化“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三、精准升级农村电网，提升农村电网现代化水平

（六）强化农村电网网架结构

持续加强农村电网建设改造，优化完善网架结构。西部地

区、偏远地区通过增加变电站布点、加强线路联络等方式，补

齐农村供电短板。中部地区加强电网供电能力建设，着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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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东部地区促进城乡电网协调发展，推动

城乡电网一体化示范，逐步缩小城乡电网差距，基本实现城乡

供电服务均等化。

（七）提升农村电网装备水平

加快老旧电网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高损耗设备。全面落实

典型供电模式、典型设计和通用造价，推进农村电网装备标准

化。加大配电自动化系统建设力度，有条件地区稳步推动农村

电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积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新技

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提高农村电网建设改造的综合

效益。

四、加强网源规划建设衔接，支撑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

（八）提升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结合“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千家万户

沐光行动”，加强农村电网发展规划与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发展衔接。统筹可再生能源开发、农村负荷增长等情况，在深

入挖掘消纳潜力基础上，适时推进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实现分

布式可再生能源和多元化负荷的灵活接入，提升农村电网分布

式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

（九）做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服务

各级电网企业和供电企业要积极做好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发电并网服务，依法简化并网手续，优化服务流程，推广线

上服务应用，确保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应并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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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纳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五、推进配套供电设施建设，助力农村电气化水平提升

（十）服务农村产业电气化

加强配套电网建设，不断提升供电能力，保障电烘干、电

加工，田头预冷、贮藏保鲜、冷链物流，以及养殖环境控制、

精准饲喂等农业生产电气化需求；做好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工

业园区等供电服务，满足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健康养老等新

业态用电需求。围绕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需求，持续巩固“机

井通电”成果，加强机井配电设施建设改造，健全长效机制，

继续做好高标准农田配套电网建设，保障粮食稳产增产。

（十一）服务农村生活电气化

做好农村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服务电动汽车下乡，

推动农村绿色交通出行。统筹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和农村“煤

改电”，推动农村地区清洁取暖。适应农村智能家居、新型家

用电器等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新趋势，加强配套电网建设改造，

提升农村生活电气化水平。

六、组织实施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能源管理部门）是农村电网巩固提升

工程的行业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政策衔接

和统筹协调，加强与同级财政、建设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

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级电网企业和供电企业是农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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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巩固提升工程的实施主体，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电网建设改造

力度，规范工作程序，科学安排计划，及时、高质、高效实施

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

（十三）强化规划引领和计划管理

省级和县级发展改革部门（能源管理部门）应组织编制本

地区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规划，统筹规划本地区农村电网巩

固提升工程实施的任务目标、建设重点、保障措施等，做好与

城乡发展、生态环保等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衔接。各

级电网企业和供电企业要支持和配合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规

划工作，并按审定的全国、省级规划编制企业规划，完善项目

储备，制定滚动投资计划并组织实施。

（十四）加大资金保障和信贷支持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供电企业的主导作用，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用好企业自有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农

网还贷资金，加大农村电网建设投资力度，持续推进农村电网

巩固提升。继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中西部、东北地

区，特别是原集中连片特困、边远等地区的农村电网改造。鼓

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脱贫地区

的倾斜支持力度，加大对符合国家优先发展方向的农村地区能

源产业发展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

（十五）强化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能源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电网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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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提升工程的跟踪分析和监督管理，掌握和调度工作进度，及

时协调解决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和督促电网企

业和供电企业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工程顺利实施。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能源管理部门）应以县为单位定期对农村电网巩

固提升工程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对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对暴露

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及时向相

关国家部委报告，促进农村电力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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