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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农电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所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增多，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法律

意识明显增强的表现，也是长期以来供电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薄弱，农电事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必然

反映。农电安全事故对受害者及责任者都是灾难性的，必须立足于避免和防范。因为市场经济是法制

经济，一旦发生农电安全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是远远不够

的，必须依法处理。因此供电企业必须为预防农电事故及其引起的诉讼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1 加强供用电设施的巡查维护  

  安全生产是从根本上杜绝农电事故民事赔偿案件的万全之策。供电单位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用电宣传教育，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要

及时处理 ，并做好记录，立档备查。提高供、用电设备完好水平，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制

度，积极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杜绝事故的发生。  

2 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防范农电风险  

  供用双方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各级政府、审判机关、新闻媒体不能强调加重一方的责任而过度

保护另一 方的权利。我国实行成文法的审判制度，绝对不能引进英美等国不成文法以典型判例引申

审判的做法，来审判用电责任事故的民事案件。不能搞甲案赔偿多少，乙案也要照此定判。要积极预

防无过错责任风险。农村低压电网的属性不是《民法通则》第123条所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但

是，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在于加重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必须引起供电企业的高度重视。根据无过错

责任由行为人举证的原则，若供电企业，即行为人能证明人身伤害的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引起，则

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 提高依法维护供电企业权益的能力  

  从供电企业管理体制上解决无法律咨询机构、无法律专业岗位、无法律专业人员的情况，健全法

律法规组织。可从社会上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在企业内部设置律师岗位，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办事

程序，加强法律的学 习与研究，提高依法维护企业利益的能力，从容应对农电事故中民事赔偿纠纷

案件。依照法律程序，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该应诉的积极应诉，不打无准备之仗；该反诉的坚决反

诉，争取主动。同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加强案件情况交流，总结经验。  

4 明确农电安全责任  

  《电力法》是维护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产权的界定和安全责任的

划分是法庭认定农电事故民事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前农电管理中依然存在着产

权不清和安全责任不明的问题，造成农电事故民事赔偿案件纠缠不清。因此，供电企业必须对农村电

网的所有 供电设施界定产权，理清关系，并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定民事责

任。特别要让用户明确必须切实管理好自己的用电设施，属于违章用电行为造成的事故责任自负。供

电企业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与村委会、用户签定《农村安全用电责任协议书》并进行有法律效力的公

证。在协 议中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尤其是电压等级、产权交界点、发生事故责任区划分等内

容，以便一旦发生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可以靠责任协议书来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  

5 分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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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责任作为民事责任让供电企业来承担，是处理农电事故损害赔偿事件的重大误

区。以前，由于电力管理体制实行双轨制，供电部门既是电力行政管理部门，又是电力供应企业。它

既有依据《电力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对供用电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职能，又具有企业的盈利性质。

在供用电监督管理工作中，它是作为行政执行机关来行使职权的，法律法规并无在行使监督管理职权

中应承担监督检查不力的民事责任。作为企业，供电部门负有对用户安全用电的行政督促责任，但仅

仅是行政督促责任，而安全责任仍属用户自己。原电力部颁发的《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第6条明确规

定：“用户对其设备安全负责，用电检查人员不承担被检查设备不安全引起的任何直接损坏或损害的

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错把供电部门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作为民事责任，实际上加重了供电企业的经

济负担，为供电企业额外增加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6 电力官司立案原则不规范  

  目前只要是电伤事故，不管何种情况受害者都欲把供电企业推上被告席，而司法部门往往没有立

案的具体原则就受理，把一些本来与供电企业毫无关系的电伤事故变得复杂化，迫使供电企业参与诉

讼，使供电企业白白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一些司法人员认为只要是电引起的伤害事故，供电企

业或多或少就要负赔偿责任，理由是如果没有供电企业供出的电就不会有电伤事故，供电企业应负连

带赔偿责任。由此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难道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还要追溯到公路部门赔偿？假如不

是公路部门修了公路，就不会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由此可见，司法部门应在立案审查中充分考虑该不该立案受理的问题，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诉讼。  

7 利用保险企业分担风险  

  供电企业要主动协助保险企业，在农村推广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利用社会保障中介机构的保险宣

传，主动避险防害，增强农村投保人的自我安全用电防护意识，变用电伤害的事后赔偿为事前保险，

一旦发生触电伤亡事故，由保险公司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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