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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电力行业应急能力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一、《行动计划》出台背景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应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十三五”规划》《国家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等对应
急管理工作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全面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效能。

 目前，我国电力系统呈现大规模特高压交直流混联、新能源大量集中接入等特点，运行控制难度加大。自然灾害频
发多发，外力破坏时有发生，大面积停电风险依然存在。电力工业不断发展，电力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电力生产安全
压力增加，应急管理责任体系仍需完善，应急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有待创新，应急救援处置能力亟待提高，应急产业
的支撑保障作用亟需加强。全面加强电力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电力应急管理水平势在必行。

 二、《行动计划》出台目的及意义

 出台《行动计划》主要是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加强制度保障、应急准备、预防预警、救援处置、恢
复重建等方面能力建设，促进电力应急产业发展，着力提升人身伤亡事故、重特大设备事故和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救
援处置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电力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为实现电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行动计划》主要内容

 《行动计划》包括四个部分：一是面临的形势，二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建设目标，三是主要建设任务及要求，
四是保障措施。

 第一部分分析了电力应急工作面临的形势。

 第二部分确定了电力应急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总体目标、6项分类目标和9项量化指标。电力应急能
力建设基本原则为：行业指导、分工负责，面向实战、突出重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技术引领、创新驱动。电力
应急能力建设总体目标为：立足电力行业应急管理工作实际，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各区域平衡发展、与
电力安全生产风险特征相匹配、覆盖应急管理全过程的电力应急管理体系，制度保障、应急准备、预防预警、救援处
置、恢复重建等方面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社会协同应对能力进一步改善，应急产业支撑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全面实现
电力突发事件科学高效应对。

 第三部分从制度保障能力建设、应急准备能力建设、预防预警能力建设、救援处置能力建设、恢复重建能力建设、
促进电力应急产业发展共6方面设定了主要建设任务，其中包括28项具体建设任务和14项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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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投入机制、强化实施评估三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要求相关单位加强组织领导，
制定方案细化任务；落实应急专项经费，为应急能力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加强目标管理和过程管控，定期总结评估，
保障计划顺利实施。

 四、《行动计划》主要特点

 一是落实国家政策，注重统筹优化。《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特别明确了电力行业应急能力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加强、优化、统筹国家应急能力建设，构建统一
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国务院将多个部门和单位整合，组建了应急管理部。为贯彻落实国
家政策，加强工作衔接，《行动计划》整合了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电力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电力防灾减灾救灾等内
容，统筹优化电力行业应急能力建设。

 二是建设目标明确，关键指标量化。《行动计划》明确了总体目标和6项分类目标，有利于各单位凝聚力量、集中
资源，加快推进电力应急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创新提出了9项量化指标，便于有关单位科学管理、对标考核。其中，8
项指标需要达到100%：地方政府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编修完成率及电力应急管理机构完备率，大中型电力企业
电力应急管理机构完备率、应急能力建设评估完成率、应急管理和救援处置人员培训覆盖率及安全事故风险评估率，
一级以上重要电力用户供电风险分析实施率及自备应急电源规范配置率；另外1项为时限性指标：灾害导致重大以上
大面积停电减供负荷恢复80%以上及停电重点地区、重要城市负荷恢复90%以上的时间小于7天。

 三是建设内容全面，工作重点突出。《行动计划》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结合近年电力应急管理
实际，吸收采纳有关单位好的经验和做法，按照应急管理全过程设定了主要建设任务。在应急制度方面，重点加强应
急预案体系、法规制度体系和应急标准体系建设，构建应急能力评估和应急处置后评估机制；在应急队伍方面，重点
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应急专业队伍、应急后备队伍和应急专家队伍建设；在应急技术方面，重点提高电网防灾抗灾、
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人身安全风险预控和电力系统恢复能力；在协调共享方面，重点提高应急指挥协调联动、应急队
伍相互调配、应急物资储备与共享能力；在支撑保障方面，重点加强应急演练与救援基地、应急指挥与管理平台建设
，积极推进电力应急产业体系发展和关键电力应急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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