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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江西省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情况及省级层面在项目管理上采取的主要措施，分析了江西省

农村水电站高质量完成增效扩容改造项目的主要原因及取得的成效. 结果表明：通过实施增效扩容改造，江西省河道的减
脱水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电站的综合效益得以充分发挥，有效消除了电站安全隐患；通过采取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过程

督促、用好资金措施等手段，有效提高了项目管理水平，其项目管理模式可供其他地方和部门参考；同时应开展生态电价研

究，推动生态电价早日落地，弥补电站因生态流量泄放导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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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2016年 2月财政部、水利部印发《关于继续实施农村水
电增效扩容改造的通知》，决定通过中央财政支持，以

河流为单元继续实施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这项工

作 2016年启动，2019年年底全面完成。国内学者针对
“十三五”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开展了相关研究；

潘丽枫 [1]从项目前中期管理方面分析了缙云县“十三
五”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主要做法及经验；徐学章 [2]

从项目全过程建设管理、资金管理、验收管理等方面回

顾了河北省“十三五”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情况。

江西省水能资源丰富，农村水电站数量众多 [3]；截
至 2019年底，该省共有农村水电站 4 121座，总装机容
量 350万 kW[4]，年发电量 101.66亿 kW·h[5]。江西省老
旧农村水电站偏多[6，7]，建于 2000年前的农村水电站电
站约 1 300余座，数量占比为 32%，其普遍存在发电效
率低下[8]、自动化程度低[9]、安全隐患较严重[10]、河流减脱

水[11，12]等问题。江西省通过实施“十三五”农村水电站增
效扩容改造，有效改善了当地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提

升水能资源利用率、促进节能减排等，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财政部、水利部的绩效评价考核得分 95.8，在全国
名列前茅。考虑到国内对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管

理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梳理江西省农村水电站增效

扩容改造情况、详细介绍省级层面在项目管理上采取

的主要措施和工作经验，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与建议，可

供其他地方和部门参考。

1 “十三五”增效扩容改造完成情况

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通过实施河流生态改造

和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项目，达到实现优化电站布局、修

复河流生态、增加电力供应和消除电站安全隐患等目

标。河流生态改造项目主要内容为增设生态机组或其

他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河道生态流量监测及其联合调

度所需的软硬件、连通性恢复及生境修复工程、电站报

废退出等。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项目主要内容为机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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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更换或改造、水工建筑物除险加固或改建、金属结构

加固或更换和电力送出工程改造等。江西省“十三五”

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共涉及 104条河流，完成项
目 370个，其中生态改造项目 188个，电站增效扩容改
造项目182个。通过改造，全省修复减脱水河段 222km，
电站装机容量可由 16.80 万 kW 提高到 20.53 万 kW、
新增生态机组 0.09 万 kW，共增加装机容量 3.82 万
kW，多年平均发电量可由 4.83亿 kW·h提高到年发电
量 7.24亿 kW·h，生态机组新增多年平均发电量 0.12
亿 kW·h，多年平均发电量增加 2.56亿 kW·h。

2 增效扩容改造取得的主要成效

2.1 生态效益充分显现

通过“十三五”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全省

222km减脱水河段问题通过新增生态流量泄放闸孔、
新加生态机组、修建生态堰坝等措施全部消除，确保了

电站取水口下游农田灌溉用水和人畜饮水，恢复了生

态基流，改善了河流生态环境。按全国 2011年燃煤电
厂供电标准煤耗 330g/kW·h计算，通过实施增效扩容
改造工程，全省每年增加发电量 2.53亿 kW·h，可节约
8.35万 t标准煤；根据国家科技部 2007年 8月公布的
《全民节能减排手册》，燃烧 1t 标准煤将向大气排放
2.57t二氧化碳，则全省农村水电增效减排工程每年可
减少向大气排放 21.46万 t二氧化碳。
2.2 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电站改造后，发电量增加，电站收入相应增加。同

时，改造后的电站减员增效明显，人工成本降低，电站

经济效益提高，调动了电站业主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

提供了更多的清洁能源，促进了农村能源结构的调整。

2.3 消除电站安全隐患

老旧电站在改造前不同程度存在着引水渠道渗

漏、发电机组设备超期服役、上网线路老化和厂房老旧

失修等安全隐患，严重威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通过改

造与实施安全标准化创建，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保

障了社会公共安全。

2.4 社会效益充分发挥

改造电站在水资源的利用上，坚持优先保证当地

村社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用水，余水发电的原则，提高

水能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小水电综合效益的提高，

夯实了农村经济基础，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

3 主要做法

3.1 完善顶层设计

（1）严把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关，确保契合江西实
际。“十三五”农村水电站增项扩容改造以河流为单元

申报，各地经专家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江西省水

利厅。针对上报项目，省水利厅严格复核，确保编入实

施方案的项目符合相关文件要求。组织专家组对实施

方案进行论证，选取代表性项目进行试点调研，确保实

施方案符合客观实际、经济合理。

（2）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办法，确保项目管理无死
角。“十二五”农村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实施期间，

江西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相关文件，对规范项目审

批、验收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安全生产等有了明确的

规定；“十三五”项目实施期间，该省继续沿用“十二五”

期间出台的部分增效扩容改造政策文件，在此基础上

补充完善相关管理办法。2019年该省出台《关于做好
2019年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有关工作的通知》（赣水
农水字〔2019〕3号），进一步规范了项目建设管理，同时
要求改造电站完成安全生产化达标是完工验收的前提

条件。

（3）层层责任落实，保证工程质量和资金安全。督
促所有项目按要求组建项目法人，健全工作制度及保

障措施，落实工程建设资金，负责对工程质量、进度、资

金的管理。严格执行招投标制，按有关规定进行招投标

工作，对同一区域的电站增效扩容和河流生态改造项

目，采取集中建设管理和打捆招标。严格落实工程建设

监理制，所有项目均由具有相应监理资质的监理单位

全过程监理，对项目严格实行进度、质量、投资、安全和

合同管理监理。全面落实工程建设质量终身责任制，项

目法人和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都按

照各自职责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各级水行政职

能部门的质量监督机构严格履行政府质量监督职能，

加强质量跟踪检查、监督和稽查。该省所有改造电站都

落实了安全生产“双主体”责任制，并在相关媒体上公

布。

3.2 强化过程督促

（1）建立进度控制调度管理制度，及时掌握工程进
度。一是建立月报表制度，每个月项目单位逐级上报项

目进展情况、资金完成情况等；二是建立工程进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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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每月向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及项目单位通报工程

进度。

（2）抓好关键节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重点抓
好机电设备招标和主机设备制造两个节点工作。一是

实施方案批复后，立即组织开展招投标工作；二是中央

财政奖励资金未下达前用项目单位自筹资金与厂家尽

快签订订货合同；三是对单机 1 000kW以上水轮发电
机组设备的制造，要求项目监理人员配合业主定期赴

生产厂家，了解主机设备制造进度，确保设备如期进入

安装现场；四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于“十二五”增效

扩容改造过程中，个别主机设备生产厂家不能按合同

约定如期供货、无理由解约等严重影响项目改造进度

的，禁止进入本轮主机设备招投标市场。

（3）分片督导，切实加快项目进度。为加快工程项
目进度，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十三五”农村水电增

效扩容改造项目建设的通知》（赣农电字〔2016〕19号）、
《关于要求加快增效扩容项目建设的通知》（赣水水电

字〔2017〕3号）、《关于切实加快我省“十三五”农村水电
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工作进度的函》（赣水水电函〔2020〕
5 号）等一系列文件。建立了厅领导分片、处室包干的
项目督导机制，把其纳入厅综合督查的重点内容，对进

度较慢的项目下发督办函，并在该省农村水电工作会

上予以通报。对进度严重滞后的项目，派出工作组进行

驻点督导，确保如期完工。

（4）及时启动调整机制，满足项目变更需求。项目
调整主要集中于两部分：一是部分项目设计方案与实

际存在偏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变更，确保工程发

挥最大效益；二是针对部分进度严重滞后、资金难以到

位的项目，及时将其调出实施范围，避免影响该省整体

进度。

3.3 用好资金措施

（1）采取先建后补，确保中央奖励资金安全。采取
先建后补的形式，项目按工程进度申报中央奖励资金，

促使项目业主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项目管理，避免了项

目频繁变动及项目中途退出造成中央奖励资金的损

失，杜绝了套用中央奖励资金等行为，从根本上提高了

财政资金的安全。

（2）统一清算，确保奖励资金落到实处。工程完工
验收后，对全省项目统一清算。对超额完成装机的且按

规定履行审批的，以及超额完成部分装机的予以追加

奖励。对未如期完成装机的，追回对应装机的中央奖励

资金。

（3）奖惩结合，激活参与人员主动性。为充分调动
各市县政府、电站业主保质保量完成增效扩容改造项

目的积极性，该省采取奖惩结合制度，对保质保量如期

完工的项目予以奖励；对工期拖延、质量把关不严的县

市予以通报，直至追回中央奖励资金。有效地提升了工

程实施效率与工程质量。

4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专业技术
人员偏少，对工程施工、设备设施改造监管、建设管理

等经验不足，加之项目持续时间长及管理人员的变动，

影响项目管理质量与进度。各地应加强业务培训和技

术指导，提高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农电管理人员和

水电站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

（2）众多装机较小的水电站参与增效扩容改造，其
盈利能力一般，随着生态流量泄放，其盈利能力进一步

减弱。建议开展生态电价研究，推动生态电价早日落

地，弥补电站因生态流量泄放导致的损失。

5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江西省“十三五”农村水电增效扩容

改造情况，详细分析采取的主要做法，探讨项目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实施增效扩容改造，河道的减脱水问题得
到了有效的解决，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电站的综合效

益得以充分发挥，强农惠农能力显著提升，有效消除了

电站安全隐患。

（2）江西省通过采取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过程督
促、用好资金措施等手段，有效提高了项目管理水平，

为以优异成绩通过财政部、水利部的绩效评价考核奠

定基础。

（3）随着生态流量泄放的落实，部分电站的财务状
况将进一步恶化，应开展生态电价研究，推动生态电价

早日落地，弥补电站因生态流量泄放导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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