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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电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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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了使农村水电更好地为

新农村建设服务，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局组织调研组，到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等省

开展农村水电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调研。调研组全面了解了各地农村水电发展情

况，重点对各地通过发展农村水电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深入了解和研究，考

察了农村水电建设、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深入农村走访了代燃

料农户等，与当地政府、干部群众、企业、用电户等进行了座谈。调研组在研究农村水电

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存在问题，研究了发展农村水电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提出

了有关政策建议。 

一、各地发展农村水电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各地通过发展农村水电，以农村水电建设为载体，建设水电农村电气化和小水电代燃

料，从五个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提高了农村用电水平，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村水电建设提高了农村用电保证率，有效降低了电价，大大提高了广大山区农村的

用电水平。截至2005年底，“十五”建设的409个水电农村电气化县人均年用电量由2000

年的347千瓦时增力口到644千瓦时，增长了85.6%；户均年生活用电量由2000年的318千瓦

时增加到547千瓦时，增长了72%。 

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发展了以农村水电为龙头的山区水利，提高了防洪抗旱能力，改

善了农，村灌溉、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增强了农村生产能力。水电农村电气化县建设，

共带动全国新建和改造乡村公、路道路近6万公里、110千伏及以下高压配电线路18.5万公

里。新增水电站库容128亿立方米，增加机电排灌面积450万亩，解决了600万人口及800万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广大山区农村用电、饮水、交通、通信、广播、电视等条件均有明显改善。吉林省临

江市在电气化建设中筑路178公里，受益68个自然屯，从根本上解决了7900余户农民出行

难、生产资料调入难、产品运出难的“三难”问题，结束了当地农民肩挑背驮的历史，为

农村的土地、矿产、旅游开发、山水林田综合治理和商品流通铺平了道路。云南省实施流

域梯级综合开发的中小河流近100条，已建和在建水电装机达167万千瓦，实现了上游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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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发电下游灌溉。河南省注重流域龙头水库建设，既保证枯水期河流生态用水和沿岸群

众生活用水需要，又提高梯级水电站发电效益和电能质量。广西壮族自治区永定县在永定

河、金丰溪梯级开发的小水电除发电外，充分发挥水库的调节作用，改善了下游岐岭、下

洋等乡镇的，防洪、灌溉、供水条件。 

（二）通过股份制办电等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各地在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建设中，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办电和国家扶持办电，增

加农民收入，农民生活逐步富裕。 

1．农民通过股份制办电增加收入 

广东省乳源县全面推行股份制办电，有14个乡镇，镇镇都有农村水电，40个行政村，

村村都有农村水电股份，240个自然村，年年都分享农村水电红利。2004年全县农民人均

纯收入3773元，其中农村水电贡献1555元，占4l%。 

湖南省北湖区南溪乡有987人投资入股开发农村水电，每人年均分红1000元；有440人

参加农村水电工程建设，增加收入170余万元，人均4000元；有102人成为农村水电企业职

工，年增收98万元，人均9600元。全乡4685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866元。 

四川省峨眉县龙洞村建设9座农村水电站，年上交国家税金和村集体利润60多万元，

2004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400元，进入市级小康村行列。 

2．农民实行股份合作制办电增加收入 

江西省铜鼓县红苏村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由三户农民带头用自己的积蓄和筹集的资

金，在自家门前办起了红苏村第一座农民股份合作制农村水电站，装机260千瓦，2002年

建成发电，当年即获得纯收入10余万元。在他们的带动下，  目前红苏村已建成和在建的

农民股份合作制农村水电站有7座，总装机3085千瓦，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250万

千瓦时，年纯收入220多万元，全村人口468人，人均农村水电收入4700元，全村三分之一

的农民变成农村水电产业工人。红苏村也由原来靠山吃山的“林业村”变成借水发财的

“水电村”。 

3．国家扶持资金办电增加农民收入  

   

湖南省桂东县黄洞乡。沤菜村、沙田镇水庄村以农村水电建设为载体，将国家扶持资金转

化为农村水电生产力，量化为农民的股权，使农民长期稳定年复一年地从农村水电直接获

得分红收入，形成了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黄洞乡沤菜村全村人口430人，1999年人均纯

收入只有506元，是一个尚未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村。2000年在省委领导支持下，用扶贫

资金125万元作为农民的股份，建成了装机320千瓦的沤菜村水电站，年发电量100多万千

瓦时，年纯收入16万～18万元，扣除集体提留6万～7万元用于村级道路维护、小学建设、

贫困补助等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从小水电分得红利200～300元。开发农村水电带动其他农

副产品加工、乡村企业发展，又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3108元，比1999年增长了5倍多，一举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沙田镇水庄村建成了

水庄水电站，装机570千瓦，共投入扶贫资金100万元，其中农民股份48万元，每户1000

元、水庄小学教育基金股份5万元、村集体股份47万元，吸纳其他入股资金140万元，总投

资240万元电站投产发电后，保证每户农民每年分红200元左右。目前全县近4万农民拥有

农村水电股份，23.5%的农民从水电开发中直接受益。 

4．给农民争取贷款办电增加农民收入 



福建省德化县大铭乡，由乡政府用集体资产提供无偿担保，帮助贫困农户贷款兴办农

村水电，做到全乡家家都有农村水电股份，户户都有农村水电分红，共享农村水能资源，

实现共同富裕。全乡农民人均拥有农村水电装机0.9千瓦，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468

元，其中五分之二属于农村水电分红收入。 

（三）小水电代燃料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发展农村水电，实施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不仅长期稳定地解决了当地农民的

生活燃料和农村能源，而且带动了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实现了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乡风文明，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各地以小水电代燃料工程为龙头，政府给农民补助一些水泥等材料，充分利用农村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动农民投工投劳，自己改自己的厨房、厕所、牛栏、猪圈，自己修自

己的路，自己改自己的水，  自己动手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国家花很少的钱，使农

村人居环境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力推动了新农村建设。贵州省普安县把代燃料

试点村与全面建设小康村、生态示范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村精神文明建设示范村相结合，统一规划，通盘考虑，围绕“五通、五化、五改”  

（即通电、通路、通水、通广播电视、通电话，美化、绿化、亮化、净化、电气化，改

路、改电、改厨、改厕、改厩），国家适当扶持，农民投工投劳，改厨、改厕、修路，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优美山村。普安试点项目区改造厨房灶台3128户，改厕460个，解

决人畜混居300多户，为621户解决了饮水困难，给60多个不通电的农户通上了电，修建乡

村道路160公里。现在走进项目区，不见了泥泞的乡村小道，映入眼帘的是平整清洁直

通，家家户户的水泥路；不见了昔日的脏、乱、差，取而代之的是整洁、卫生、明亮的农

民新村；与人混居的猪、牛、马也喜迁新居。项目区代燃料前后就如两重天，农民们形象

地说：“小水电代燃料一看表，二看锅，三看厕圈，四看坡，五看农民笑呵呵”。普安县

结合小水电代燃料建设，充分发挥国家投资的导向效用，统筹安排，真正改善了农村基本

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和水平，项目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效果显著。 

2003年开展的26个小水电代燃料试点项目使20多万农民实现了代燃料，不仅解除了农

民繁重的砍柴劳动和烧柴的烟熏火燎之苦，而且解放被砍柴烧火束缚的农村劳动力5万

人，减少砍柴及运煤工日200多万个。这些农民腾出时间外出务工、开展手工编织、搞特

种种养、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和开展特色旅游等，平均每户增收减负500多元。小水电代燃

料工程项目区近2万农民消除了火眼病．、呼吸道疾病、肺气肿等疾病根源，代燃料共解

决无电人  1509人和6500多农户吃水问题，改厨38744个，改厕7126个，改圈7193个，改

路510公里，使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四）开发农村水能资源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倡导乡风民俗“新风尚” 

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开发农村水能资源，增加收入，改善了农村办学条件，加

大对农村学生的助学力度，改善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增加了农村文化事业投入，农村各

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广东省乳源县洛阳镇坪溪村委，有6个村小组，人口1100多人，坪溪村委是参股农村

水电建设较早的村委，辖区内有11座小水电站，每年股份分红30万元。农村水电的发展，

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村委会投入30多万元改善村小学教学条件，教育质量得到很大提

高。村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制度，如村民合作医疗全部由村委支付、农民建房每户补

助10000元、独生子女户每月奖励10元力口上独生女每户每年补助100元、辖区60岁以上的

老人和老党员每人每年发给慰问金50～100元、考上高中的学生每人每年奖励600元、考上

大学的学生每人每年奖励2000元、中小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者和“三好学生”每人每年奖励

50元等，村里平均每年拿出近10万元资金兴建有线电视网络、水利工程等公益事业，村民



得到了实惠，大大加快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广东省连南县石径村投入资金9130万元，兴建农村水电装机19360千瓦，发电量为

0.745亿千瓦时，年均收入672万元，利润124万元。石径村投入45万元建设村饮水工程，

解决了村民饮水难的问题；投入125万元兴建河堤和陂头；投入l35万元为村小学购买了32

台电脑和大量的教学设备，建立了电教室，大大改善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和质量；还建起了

两个卫生站，老百姓看病除了2元的基本诊治费外，其余费用由村集体负担。为了鼓励当

地学生上大学，石径村委奖励每名考取大学的学生1000～6000元。  

农村水电建设给封闭的山区农民带来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改变了农村不讲卫

生、人畜混居等陈规陋习，使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一次革命性变革，改变环境的同时

也改变了人，一些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卫生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致富

意识明显增强。四川省天全县紫石乡紫石关村农民改变了“等、靠、要”的传统思想观

念，通过实施小水电代燃料，自己动手对40余间传统民居进行了修整，修建了古城门洞、

古街、古店，让昔日不起眼的“羊肠小道”变成了举世闻名的“茶马古道”，让昔日的穷

乡僻壤变成了今日的“世外桃源”，吸引了众多游客，成为一道亮丽的旅游风景线。四川

省剑阁县小水电代燃料试点项目区通过实施小水电代燃料，农民自己动手投工投劳改善卫

生条件和生活环境。村里建设公共垃圾池，房前屋后道路、公共卫生都实行了责任制，定

期检查评比。小水电代燃料后有了时间和精力的农村妇女走出家门，有的外出打工，有的

就近寻找一些就业机会，有的参加技术培训，有的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听知识讲

座、计划生育宣传等。四川省天全县紫石乡紫石关村为妇女开设了“农村妇女双学双赛示

范点”、“妇女读书活动室”、“生育文化大院”等，农村妇女，开始注重提高个人职业

素质，追求个人生活质量，精神面貌和个人形象焕然一新。 

   

（五）农村水电建设畅通农民参政渠道，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管理水平 

各地在开展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中，通过建立小水电代燃料用户协。会等方式，构

建农民利益保障体系和监督机制，对农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畅

通农民参与渠道，提高农民的民主管理水平。小水电代燃料项目建立了由当地农民代表、

地方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等组成的小水电代燃料用户协会。协会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

督，对电站建设和运行管理、电量电价、森林保护等进行协调和监督。用户协会既督促电

站、电网足量低价供电，又督促农民及时缴纳电费，不再上山砍柴，管好自己的责任山

林。云南省腾冲县的用户协会督促电站足量低价供电、农民及时缴纳电费和不再上山砍

柴。广西壮族自治区江州区小水电代燃料用户协会强化民主管理，制订了乡规民约，成立

基层服务站，提供培训农村电工、代燃料农户的电器维修等服务，落实项目区的服务体系

建设。山西省陵川县小水电代燃料用户协会还组织用电培训，提供电器购销、维修等多方

面服务，增强了协会的凝聚力，农民、电站、电网各方责权明确，保障有力，落到实处。

依法管理、民主管理相结合，使山林得到保护，农民用电得到保障，电费能及时回收，各

方面都满意。 

二、发展农村水电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技术可开发量达1.28亿千瓦，主要分布在广大山区和老

少边穷地区。目前农村水能资源开发率仅为30%。国家确定的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

有544个县拥有丰富的农村水能资源，开发率仅为15.5%。农村水能资源是实现农村生产发

展、农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的最宝贵的资源。农村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变资源优

势为经济优势和农民增收优势，是兴县富民的最有效途径，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巨

大的促进作用。 

（一）新时期农村水电发展的新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水电发展出现了新情况和新特点。 

（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水电建设投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

高，政府投资的导向性作用越来越弱。由于私营业主投资农村水电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政

府管理又没有跟上，出现了“跑马圈河”现象，农村水电管理形成了“强市场、弱政府”

的局面。 

（2）农村水能资源开发的利益失衡越来越严重。目前农村水能资源开发利益格局，

主要是开发商和电力企业占有大部分利益，政府占有少部分利益，农民只占有很少的利

益，有的没有任何利益甚至农民利益还受到侵害。 

   

（3）随着国家农网“两改一同价”工程建设，国家电网已经延伸到一些边远、贫困山

区。农村水电由原来的自发、自供、自用转变为外来开发、外向供电、返供农民。 

   

要充分认识农村水电发展的新特点和面临的新形势，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强化政府作

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开发商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使农村水电发展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新

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二）发展农村水电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我们认为发展农村水电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农村水电就近供电，降低电价，促进农村生产发展 

   

农村水电就近供电是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一种经济、合理的供电方式。农村电气化县

建设鼓励农村水电就近供电，降低到户电价，增力了县域经济活力，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

势，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发展。农村水电就近供电可以减少输电距离、降低电力损耗和输电

成本、减少供电管理环节、降低到户电价，低价电可以吸引外部资金在当地建厂办企业，

增强农村造血功能，带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 

2．鼓励农民直接投资开发农村水能资源，增加收入 

鼓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利用农村水能资源，直接增加收入。地方各级政府

出台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当地农民投劳、投料、投资入股、小额信贷入股和利用土

地使用权合作经营等方式开发农村水能资源，年复一年长期获取股权收益，直接增加收

入。支持和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农村水能资源，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电站建设中可大量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电站建

成后农民可在电站、电网企业中当工人，给当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使当地农民在农村水

能资源开发利用中直接受益。 

3．国家扶持贫困地区农民投资开发农村水能资源，收益分给农民，增加收入 

国家资金支持农民开发利用农村水电，将国家扶持资金量化为农民股权，直接增加农

民收入。充分发挥农村水能资源优势，以建设农村水电站为载体，把国家对农民的扶持资

金转化为发电生产力，量化为农民在水电站的股权，同时允许农民以未来电站资产作质

押，获得银行小额贷款投入电站建设，使农民年复一年按股权从电站获取收益，形成覆盖

千家万户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开辟农村水能资源丰富地区贫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新途

径。 

4.探索建立国家水能资源开发使用权入股制度，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发展农



村公益事业 

国家将水能资源开发使用权以股权的形式入股农村水电站，股权收益给当地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长期稳定地获得股权分红收益，收益可用于进行乡村道

路、饮水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大对农村学生的助学力度，提高乡

村教师工资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增加农村文化事业投入等各项农村社会事业，

也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5．实施小水电代燃料，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村生态环境 

开发利用农村水能资源，实施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建设，可长期稳定地解决农

民的生活燃料和农村能源，保护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建设成果，解除农民砍柴烧柴的辛

苦，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以小水电代燃料为龙头，统一规划改厨、改

厕、改圈、改水、改路，整合农村扶贫、卫生、交通、水利等有关资金，集中整治农民厨

房、厕所、牛栏、猪圈、饮水和乡村道路，可大大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 

（三）各地发展农村水电促进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水能资源管理缺位 

长期将水能等同于水电，使水能资源管理缺位，资源的规划、配置、开发和保护工作

严重不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水能资源市场却迟迟没有形成，水能资源有偿使

用和市场化配置制度、水能资源开发使用权转让和交易制度还没有普遍建立，依然实行计

划经济时期的无偿使用资源和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方式。这是造成“跑马圈河”、抢占资

源、无序开发水能资源的主要原因。 

2．农村水电建设和农民利益脱节 

一些农村水电开发商在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中没有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不

能从小水电开发中得到直接的好处，既不能分享经济收益，又用不上廉价电。电站周围的

山区农民仍然使用高价商品电，除了电灯之外用不起别的电器。一些农村水电开发不但没

有给当地农民带来好处，甚至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3．农村水电建设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脱节 

一些施工企业不注意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随意弃渣抛土，未充分考虑下游生

产、生活和环境用水需求，给下游群众，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在农村水电

资源丰富地区，还有l亿多山区农民仍以砍树烧柴为生，破坏森林和生态环境。 

4．国家对农村水电的投入不足 

农村水电是农村重要的中小型基础设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电气化

建设中央补助比例低，农村水电投资政策不落实，投入少，严重影响了中央关于发展农村

水电、增加农民收入等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5．缺少发展农村水电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强有力的政策 

对农村水电是农村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重要手段的认识不够，

对农村水电开发促进农民利益、地方发展、生态建设上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撑。如农民作为

弱势群体既无金钱也无能力，很难参与到农村水电开发利用中，缺乏农民参与开发农村水

电的公平机会和政策扶持；信贷渠道不畅，制约了农村水电建设资金的来源，限制了当地



农民开发农村水能资源增收的可能性等。   

四、建议    

（一）加强水能资源统一管理，明确管理职能 

水能资源是水资源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重要内容。长期以

采，一些地方存在水能资源管理职能缺位和多头管理的，问题，造成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

度低，无序开发，资源和物资严重浪费，直接影响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水

能资源统一管理是实现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实现水能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必然要求，是一项政府职能。建议加强水能资源统一规划和管理，合理开发

利用、有效保护，促进水电事业的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加大对农村水电建设的投入力度 

加大中央财政投入，通过开发利用农村水能资源，增加山区贫困农民收入，改善农民

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加国家引导投资，持续开展水电农村电气化

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电气化水平。大幅度地增力口投资规模，切实扩大小水电代燃料工程

建设规模和实施范围，使更多的森林植被得到保护，让更多的农民早日受益。国家财政建

立专门资金渠道，对贫困地区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利用农村水能资源的给予支

持。 

（三）制定和落实发展农村水电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   

贯彻《可再生能源法》，认真落实农村水电上网、电价等优惠政策，允许农村水电就

近供电余电全额上网，按照同网同价和可再生能源合理定价的原则，确定农村水电上网电

价，确保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支持小水电代燃料借网过路，电网企业按成本价收取

过网费；明确农村水能资源开发使用权优先出让给当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允许农

民用所征土地所有权、征地丰卜偿费用、小额扶贫贷款等入股建设农村水电站；对农民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农村水能资源实行信贷和税收优惠政策。 

此课题由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局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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