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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区县发展小水电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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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房县地处鄂西北山区 ，全县山势由西向

东，形成1，261条沟壑，常年清泉 奔流，水 源丰富，

与汉江水系溶为一体。据测定，全县水力资源蕴藏量

达30万千瓦，其中可开发利用的在20万千瓦以上，年

发电量在10亿度左右。目前，这个县实际装机10，072千

瓦，年发电量 2，072万度，装机和人平用电分 别 为

22瓦和39.8度，只 占可开发利用的 5 % 和 2 %。如何

利用山区县的水力资源，尽快实现山区县的电气化，我

们对房县发展小水电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专门调

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山区县建电站必须大、中、小相结合。山区

县建小水电站有三个特点：一是河流大小悬殊。据统

计，房县1，261条河流中，来水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

上的20条；在100平方公里以 下至20平方公 里 之间的

有59条；在20平方公里以下的有1，182条。由于来水面

积大小不一，流量有大有小，这就使建站规模不能整齐

划一。二是人口居住分散。房县每平方公里居住82人，

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7 %。要使绝大多数的 户 用 上

电，必须充分利用大小河流水电资源，星罗棋布建电

站。三是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只有在大水电不

能通的地方多建小水电，才能普及用电。从房县的实

践来看，也说明 了 这些特点。房县1982年以前，已

建10至99千瓦的站49处，10千瓦以下的77处， 100 千

瓦以上的站22处。这样作的结果，大站已经联网，为

县办地方工业提供了能源，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如县

办三海电站装机1.850千瓦，年 发 电量 达 600多 万

度，可以保证县城企业的供电。小站虽不能联网，却

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如边远的村办横峪电站装

机只有 5 千瓦，却能供52户村民晚上的照明和白天的

生产加工。据统计，该村一年加工粮食和饲料10多万

斤。

二、山区县办电站必须与配套建设同步进行。在

山区小水电发展中“建站容易、配套难”的问题严重

影响着小水电效 益的 发

挥。前几年，省有关部门

也强调了配套问题，但由

于一些具体办法不落实，

配套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一

是水利设施与水 电配套

难。从管理体制上看，水

利和水电在地方分两家管

理，管水利的只考虑灌溉

和养殖；管水电的只想到

发电。由于两家想不到一起，在水源利用和投资安排

上往往各自为政，使电站缺乏蓄水设施，加剧枯水季

节发电困难。例如，房县已建的一百多个电站大都是

径流站，丰水季节一天可发电24万度，而枯水季节一

天只能发 0.6 万度，只占丰水季节发电量 的四 分 之

一。这样，就形成了按水量定电量；按电量定用量，

打乱了生产、生活的正常供电需要，而且全年平均发

电量也很少。据统计，这个县1982年的实发电量只占

设计的59% ，实际利用小时只占设计的67%。据县里

反映，实际利用小时达不到设计的80%就保不住本，

达不到90%以上就赚不到钱。由此看来，在山区建电

站必须是蓄水设施和发电设施相配套，灌溉、养殖、

发电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把丰水季节的水存到枯

水季节用，做到按用量定电量，按电量定水量，并逐

步提高发电的年利用小时。这就要求水利和水电在管

理体制上进行改革，实行简政合并，统筹考虑水利、

水电事业的发展。二是电站与线路配 套 难。长期 以

来，发展小水电只考虑建电站，而忽视了输电线路；

补助款也只补建站费用，不补架线的钱，致使很多地

方发电无法用。房县的上龛区苍坪电站，装机 500千

瓦，水源好，可以满负荷，但由于没有钱 架线，只能

发80千瓦供当地用。为了避免资源和电力的浪费，我

们认为，今后在建设电站时，必须同时 架 设 输电线

路；在安排电站补助款时，也要安排线路补助款，补

助的标准可按架线投资的三分之一安排。三是装机型

号对路难。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水源 差 异很 大，这

就要求水机、电机型号、规格多样，以适 应 客 观需

要。这个县有个马兰电站，按 照 设 计需 要 装 两 台

“H L129—W J—52”型的机组，可以发电320千瓦.
可是购不到这样的机组，只好用“H L129—W J—42”型

的代替，结果只能发 160—180千瓦的电，建站八年，

损失近20万元.
我们认为，解决以上三 个“配套难”的问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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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关部门今后在体制、补助、机械生产上进行相应

改革外，还应重视解决现有小水电站存在的不配套问

题，以便提高现有电站的效益，达到少花钱、多办事

的目的。

三、山区县小水电补助办法急需改进。目前小水

电的补助办法主要是两个结合，即国家补助与自筹相

结合；在国家补助中有偿和无偿相结合。就一个省来

说，这种结合的办法是可行的，但就山区县来说，经

济基础差，自筹能力弱，执行这 种办 法就有困难。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房县小水电投资结构为例：总投

资1，898万元，其中，国家补助460万元，占24%；银

行贷款646万元，占34%；以 电 养 电收入34万元，占

2 %；群众劳务投资758万元，占40%.从这个投资结

构看，在山区县办小水电，主要是群众自力更生。根

据山区县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将财政有偿和

无偿扶持小水电的资金合并为小水电周转金，实行有

偿扶持加奖励的办法。无论电站 装 机 大小，无论国

家、集体、个人办电，均按电站和架线总投资的一定

比例，签订合同，借给小水电周转金。投产发电后，

其收入能够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偿还所借周转金的，可

以免收一定比例的周转金。免收周转金的比例，可根据

原来无 偿投资占周转金总数的多少来确定。这样，既

照顾了山区农民办小水电的实际困难，又使国家无偿

投资能充分发挥效益。

另外，为了进一步解决小水电发展的资金需要，我

们建议，电站投产后，无论是用于生产部分的电费收

入，还是销售部分的电费收入，都应交税。这笔收入

可作为县的地方财政收入，由县财政统一掌握，根据

小水电主管部门提出的用款计划，安排用于小水电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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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商业外贸金融财务司于

1985年 3 月在桂林市召开了国营商

业、粮食企业1984年度会计决算会

议。会上初步汇总编制了全国国营

商业、粮食企业1984年度 会 计决

算。这次决算汇总工作进行得比较

顺利，是和各地财政部门领导的重

视以及会前进行了大量工作分不开

的。

会前，各地区根据财政部商贸

司的部署，大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布置汇审工作，有的还 举办 学 习

班，对决算表格的编制 进行讲解说

明。各地区在汇审中，不但初步落

实了企业实现利润（亏损）与交退

库利润（或亏损）的数字，搞 清了

商业部门和财政部门汇编的报表数

字不完全一致的原因，而且结合审

查决算，对商业、粮食企业的财务

会计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了

解，发现并纠正了一些违纪事件。
如湖南省初步统计，汇审中纠正违

纪事件可增加的财政收入 达 2，254

万元；黑龙江省审查出粮食企业违纪事件和不合理的

费用开支达 6，000万元，相应减少了财政弥补款。很

多地区为了提高报表质量还开展了评比活动。由于会

前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全国决算汇总只用了 8 天时间

就顺利完成。  （王维钧）

简讯江苏省召开苏北13县

发展经济座谈会

4 月初，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在沙洲县召开了

苏北13县经济发展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苏北13县的

党政领导同志，还有苏南10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以及

海安县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同志。会议的任务是：动员

13县和省内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发展苏北经 济，增

加收入，使13县逐步实现财政自给。
苏北13县地处苏北平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农业发展很快，但由于工业基础差，乡镇企业起

步晚，县级财政还很困难，靠上级财政补贴过日子，
每年补贴金额达4，600多万元。会上经 过充 分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苏北13县要改变面貌，首先要依靠自

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要着眼于办

好现有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还要充分发挥自己

的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当然，省级有关部门和兄弟

市、县的支持也是非 常必要的。因此会议决定，苏

南10县与苏北13县建立对口挂钩协作关系，从技术攻

关、人才培训、信息交流、产品扩散等方面给13县以

支持；苏北13县在资 源开发利用、联合办企业等方面

给苏南10县以优惠条件，做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省级有关部门要从政策、资金、物资等方面给13县以

支持，并制订了具体措施。为了加强领导，省人民政

府决定成立加快苏北13县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帮助13

县研究审定经济发展规划，总结推广经验，协调处理

有关问题。  （杨炤明  张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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