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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网改造国债专项

投资有关情况调查

周法兴

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是国家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措施， 是启动农村市场， 加

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解决

农村电价高，农民负担重等问题的重

大举措。在整个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

投资中，国债资金占总投资的 20% ，

因此， 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是国债专

项投资资金使用的 “重头戏”。

一， 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进展

情况

（一）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投资完成

情况。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计划用 3

年时间完成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任务。

根据国家计委已批复的方案，农村电

网建设与改造总投资规模已达 1800亿

元，有可能超过 2000亿元，范围涉及

全国 3 1 个省（市、区及新疆建设兵团）

2400 多个县。

从 1998 年 8 月到 1999 年底，国

家共安排218亿多元的国债转贷资金用

于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占国债专项

投资资金总额的 10% 左右，占已下达

的农网改造投资计划的 20%（用作资本

金）。到 1999 年 10 月底，对 1998 年

国债转贷资金 8 8 亿元已全部下拨，

1999 年安排的国债转贷资金也已下拨

70% 以上， 约90亿元。到 1999年底，

国家计委对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已下达

投资计划 1082 亿元（包括国债转贷资

金），其中， 1 99 8 年下达 424 亿元，

1999 年下达了 65 8 亿元。据国家计

委、国家电力公司统计，到 1 99 9 年

10 月底，累计完成投资约 380 亿元，

占已下达投资计划的 35 % ；到 1 1 月

底，只有山东、北京等 1 2 个省、市

已完成 1 9 9 8 年投资计划，开始启动

1999 年工程，全国大多数省市还未完

成 1998 年电网建设与改造投资计划。
（二）农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进展情

况。到 1999年 10月底，全国已完成 110

千伏变电站305座，线路7072公里，35

千伏变电站 1020座，线路 1.3万公里，

10千伏线路 14.6公里，低压线路改造

超过36万公里，更新高耗能变压器 14.4

万台，配电台区改造超过 13万个。

二、 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成效

显著

（一）国债专项资金带动了社会资金

的投入，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

献。农村电网改造资金中，国债资金

是作为资本金投入的，占总投资的

20 % ，吸引了银行贷款的投入，每 1

元钱的国债资金能带动银行投入4元钱

的贷款。3年多时间里近 2000亿元的

投入，将对经济的增长作出较大贡

献 。
（二）农网改造使农村电网损耗降

低，电价明显下降，用电量增加，电

能质量、供电安全性和可靠性大大提

高。据调查统计，山东省完成农网改

造的地区， 农村低压线损降低 1 4 % ，

农村到户电价平均每度降低 0.1 元以

上；广东农村到户电价平均每度降低

0.32元。到 1 1 月底全省农村住宅用电

电价已降到 0.89 元 / 千瓦时。河南农

村用电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5.7%；广

东农村用电量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6.28%；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农网改

造后的 45 个村， 1 — 10 月份，电视

机、洗衣机、电冰箱和电风扇等电器

消费明显增加，达 120 万元，用电量

比上年同期增长 1 5%。全国已改造过

的农村低压电网，线损普遍从原来的

25 — 30% 下降到 12% 以下。

（三）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减轻了农

民的负担，受到农户的普遍欢迎。根

据国家计委统计，1998年下半年开始

的农网改造，使全国农村电价每度平

均下降 0.1 元，农民因此少支付电费

230多亿元。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使

农民成为直接的受益者， 农民对党和

政府的这项政策非常满意。山东省菏

泽 1998 年第一批农网改造后，电力主

管部门共收到 32 封感谢信，2 1 面锦

旗， 14 块匾， 充分说明农网改造深得

人 心。

（四）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的实施，

促进了相关产业特别是机电、 建材业

的发展。据山东省调查，和农网改造

有关的输变电设备、钢材、铝材、 水

泥等工业产品价格回升，销售趋旺，

有的产品如电线杆已出现供不应求。

又如陕西延安变压器厂， 是国家中小

型变压器的生产定点厂家， 在最近的

陕西农网招投标中， 5 次中标，订货

达 2854 台，总价值 3100万元，占该

厂计划任务的 70% ，使企业的生产正

常进行，职工收入也有所提高，部分

下岗职工又重新就业。

三 、 农村电网改造工作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农网改造进展缓慢。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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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直部门收支情况的基础上，根据

各单位机构规模、职责范围和工作量

的不同，行政单位分为四大班子办公

厅、 公检法 、 司法、 工商、 厅级、

副厅级单位等7个类别，全供事业单位

分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

学校、一般财政全额供给事业单位和

监狱劳教单位5个类别，分别测定公用

经费供给标准。为了保证公用经费定

额的合理性，省政府批准设立了公用

经费定额审议委员会，各类公用经费

定额经认真审议后由政府确定。几年

来，根据执行情况，对定额分类进行

了逐步细化。事业发展和建设性支出

预算，在分析评估的基础上；按轻重

缓急，分项目安排支出预算。

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零基预算范围，

实行综合预算。零基预算改革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预算内财力苦乐不均问

题， 部门间预算内财力分配趋于合

理。由于单位之间资金来源渠道不

同，有的单位预算外收入数额很大，

有的单位没有或很少，客观上形成单

位之间预算内、外综合财力不平衡的

状况。1998年，在贯彻实施新的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过程中，进一步拓

宽零基预算编制的范围，编制包括预

算内拨款和预算外专户收入及其他收入

在内的综合财政收支预算，实行由一

个口批复下达部门预算。

细化部门预算，减少二次分配。

在现行预算管理制度下，一些主管部

门拥有预算资金的再分配权力，预算

安排到部门要进行二次分配， 甚至三

次分配， 往往随意性大、项目下达

晚，单位预算不能反映收支全貌，也

不利于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根

据《国务院关于编制 2000 年中央预算

和地方预算的通知》精神，2000 年提

前了预算编制时间，细化部门预算。

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分类（款）核

定到部门所属二级预算单位；事业发

展和建设性 专项支出，用于省本级支

出的，核定到具体项目和用款单位，

补助市地支出的，核定到具体项目和

市地。2000 年，省本级选择了科学、

教育和水利三个部门预算报省人大常委

会审查备案。

加强预算编制的基础工作。预算

管理要深化，就要切实加强基础工作，

建立数据信息系统。省级逐步建立起了

公用经费定额资料档案，人员经费、公

用经费的支出预算档案，生产和事业发

展支出项目档案。对部门人员增减、供

给标准变动及专项支出项目实行动态管

理。既要避免个别部门吃空头经费，又

要防止留下硬性支出缺口，增加预算执

行的难度。

几年来，河南省本级实行零基预

算，初步收到了一些效果。一是支出结

构有所调整，保证了重点支出。近几年，

根据财力情况，按照轻重缓急的原

则，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取消了基

层单位修缮费、 简易建筑费、 县城供

水补助、城镇青年就业费等零星支出

项目，集中有限财力增加教育、 科技

和农业投入。重点支出不仅高于财政

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而且大大高于其

它一般性支出的增长。二是增强了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改变了过

去财政部门一

家编制预算的状况，增强了各部

门的参与意识。由于公用经费统一定额

标准，编制程序公开，决策民主，减少

了预算分配的随意性和争指标、吵基数

的现象，各部门比较满意。三是强化了

预算约束。实行零基预算后，除特殊情

况按法定程序审批追加外，预算执行中

一般不追加预算，强化了预算约束，提

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1999年 10月底，全国农网改造只完成

1998、1999两年总投资的 35%，其中

山西、内蒙、辽宁、黑龙江、湖北、江

西、广西、重庆、贵州等省市完成投资

不足 1998年计划的60%，辽宁、湖北完

成投资只占 1998年投资计划的 40% 以

下。造成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网

改造投资计划下达较晚，个别地方领导

认识不到位，招投标工作时间过长，设

计滞后等。
（二）少数工程存在质量隐患。如

低压线乱拉乱扯，设备安装不规范；
有的地方使用已被国家明文淘汰的产

品；有的地方监理人员素质不高，对

监理规程不熟悉。
（三）一些地方挤占、 挪用农网建

设与改造资金。据国家计委重点项目

稽查办对 1 4 个省区农网改造项目稽

查，有8个省存在将农网改造资金与企

业经营资金混存混用情况，个别地方

将存款利息计入电力公司，将贷款利

息打入农网成本，有5个省区挤占、拆

借农网改造资金 5130万元，个别地方

还高息转贷。

四 、 对农网改造工作的几点建

议

国家计委确定 2000 年继续安排农

村电网改造投资550亿元，其中国债资

金 110亿元左右，争取竣工县达到 1550

个县。我们建议： 1 、 农村电网建设

与改造是国债资金重点投入的领域之

一，由于农网改造涉及面广，项目分

散，工程容易出问题，主管部门应严

格执行 “五制”，加强检查和监督。

2、考虑到2000年的投资任务将超千亿

元，任务特别重，应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加快工程进度，使安排的投资 早

日发挥效益。为使各地尽早做好农村

电网改造前期准备工作，国家计委和

电力公司应提前下达年度投资计划。

3 、 加强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研究

解决地方电力公司担保和还贷存在的困

难，对国家电力公司统借统还贷款，

应制订专门的还贷资金管理办法。4、

加强农网改造设备、材料的价格控制

和收费管理， 切实减轻农民电费负

担， 为实现城乡用电同价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财政部基本建设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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