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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今年单位 GDP 能耗降幅偏低？如何实现“十四五”目标？ 

 
 

 

 

 

 

 

 

 

 

 

摘要： 

一、今年前三季度单位 GDP 能耗降幅偏低主因疫情抑制产业升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单位 GDP 能耗同比降幅为 2.3%，低于 3%的政府年度目标。工业的能耗强度约为服务

业的 6倍，工业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接近 2/3，对单位 GDP能耗的影响较大。服务业

占 GDP的比重是工业的 1.6倍，服务业的较快增长会促进产业升级，压低工业占 GDP

的比重，推动单位 GDP 能耗下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受疫情抑制相当显著，工

业增长略微偏快(因为海外供应链受疫情抑制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增长偏快)，这均不利

于单位 GDP能耗的降低。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工业能耗强度同比降低 5.2%，高耗能行

业能耗强度同比降低 2.8%，均为单位 GDP 能耗的降低做出了较大贡献。我们认为，

今年前三季度单位 GDP 能耗降幅低于政府年度目标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抑制了产业升

级，其中首要因素是疫情显著抑制服务业，其次才是海外疫情导致工业增长偏快。 

二、今年前三季度疫情抑制服务业间接导致工业占 GDP比重抬高 0.8-1.2个百分

点，从而导致单位 GDP 能耗抬高 1.4-2.1 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测算，疫情导致今年

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比潜在水平低 5.0-7.5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降低 1个百分点

间接导致工业占 GDP的比重抬高 0.17 个百分点，而工业占 GDP比重提高 1个百分点

会导致单位 GDP能耗强度提高 1.67个百分点。因此，今年前三季度疫情对服务业的

抑制间接导致单位 GDP 能耗提高 1.4-2.1 个百分点。 

三、疫情背景下如何实现单位 GDP能耗目标？国内外疫情大概率还会持续 1年以上时

间。由于疫情抑制产业升级，今年和明年降低单位 GDP 能耗的挑战会较大，可能会影

响到“十四五”期间单位 GDP能耗下降 13.5%的目标的实现。我国可以尽量提高疫苗

接种比例，降低疫情的影响。当然，实现“十四五”目标并不需要每年单位 GDP 能耗

都降低 3%，可行的路径是 2021-2025 年单位 GDP能耗分别降低 2.5%、2.8%、3.0%、

3.0%、3.0%。为了确保在疫情不利的情况下仍能实现“十四五”目标，我国还可以深

挖节能潜力，通过推动房地产投资稳中趋降来压低高耗能行业的增长。 

风险提示：病毒变异导致疫情加重，房地产过热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降幅为 2.3%，低于 3%的政府年度目标，主要

原因是疫情抑制产业升级，尤其是疫情显著抑制服务业增长。今年前三季度疫情抑

制服务业间接导致工业占 GDP比重抬高 0.8-1.2个百分点，从而导致单位 GDP 能耗

抬高 1.4-2.1 个百分点。要实现“十四五”单位 GDP能耗目标，我国可以尽量提高

疫苗接种比例，降低疫情影响；通过推动房地产投资稳中趋降压低高耗能行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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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降幅为 2.3%，低于政府制定的年度目

标。9 月份以来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达到能耗强度目标对部分高耗能行业采取了限

电限产的措施。人们倾向于将能耗目标未能达到的原因归于高耗能行业的能耗过

多。本文经过测算发现，疫情导致我国服务业增速比正常情况低 5.0-7.5个百分

点，这使得服务业占 GDP的比例偏低，间接推高了单位 GDP能耗 1.4-2.1个百分

点。如果没有疫情对服务业的抑制，今年的能耗强度目标能够超额完成。 

一、单位 GDP 能耗降幅偏低主因疫情抑制产业升级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单位 GDP能耗同比下降 2.3%，降幅低于年初政府制定的年

度目标 3%。那么，为什么今年前三季度能耗强度降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呢？  

从逻辑上讲，工业能耗和服务业占 GDP比例对单位 GDP能耗的影响较大。基

于可得的数据，我们将我国能源消费分解为五个来源——工业、服务业、建筑业、

农林牧渔业和居民生活。其中前四项对应 GDP的四个分项（工业、服务业、建筑

业和农林牧渔业可以近似认为是 GDP 的完全分类
注1
）。工业占 GDP 的比重约 1/3，

比重不低；更关键的是，工业的能耗强度远高于其它部门，是服务业能耗强度
注2

的 6 倍左右。工业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接近 2/3，对单位 GDP 能耗影响较大。服

务业占 GDP 的比重高达 53%。服务业的能耗强度仅为工业的 1/6。如果服务业占

GDP 比例较高，那么单位 GDP 能耗就会较低。因此，服务业的较快增长会间接压

低工业占 GDP的比例，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单位 GDP能耗下降。居民生活能耗对

单位 GDP 能耗的影响一般低于服务业。居民生活能耗低于服务业能耗；服务业可

以通过影响 GDP总量来影响能耗强度，而居民生活并没有这个影响渠道。建筑业

和农林牧渔业的能耗强度较小，GDP 占比也较小，对单位 GDP 能耗的影响较小。 

图表1： 单位 GDP能耗降幅的政府预期目标与实际值 图表2： 我国各部门的能耗强度注3及能耗占比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注1：工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也属于服务业，但这三

项占 GDP 的比重很小，因此可以近似认为工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是 GDP 的完全分类。 

注2：由于缺乏直接的服务业能耗数据，我们用“总能耗减去工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居民生活能耗”近似代替。 

注3：居民生活能耗强度为居民生活能耗与 GDP 的比值，其他四个部门的能耗强度为各自能耗与其增加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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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来看，GDP 服务业占比的变化与单位 GDP 能耗降幅相关性强，印证产

业升级对单位 GDP 能耗的影响较大。2013-2019 年间，我国服务业增长较快，产

业结构持续升级，这有利于单位 GDP 能耗降低。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我国

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反而下降，单位 GDP能耗降幅大幅收窄。同样由于疫情的影

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0.15 个百分点，这显然会对单

位 GDP能耗带来不利的影响。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受疫情抑制相当显著，工业增长略微偏快(因为海

外供应链受疫情抑制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增长偏快)，这均不利于能耗强度的降低。

考察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表现，我国 GDP 两年平均增长 5.2%，比 2019 年同比

增速低 0.8 个百分点，这主要因为受疫情影响服务业两年平均增速比 2019 年同

比增速低 2.3个百分点。服务业受疫情抑制不利于能耗强度的降低。今年前三季

度我国工业增长两年平均增长 6.2%，比 2019 同比增速高 1.4个百分点，比 2015-

2018年平均增速高 0.3个百分点。与 2019年相比可能夸大了今年工业的景气度。

2019年我国工业增速是偏低的，因为中美贸易战压低了我国出口，进而压低了工

业增速。虽然美国对我国加征的关税尚未取消，但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是

冲击性的。冲击过后，我国出口增速会回归到趋势水平。2015-2018 年间，我国

GDP增速在 6.7%-7.0%之间，工业增速在 5.7%-6.2%之间，波动均较小，可以作为

我国经济常态的一个代表。今年前三季度的工业增速与 2015-2018 年的平均增速

大体接近，仅高 0.3个百分点。考虑到房地产增速趋势性降低，当前我国工业增

速的潜在水平可能低于 2015-2018 年间的平均水平。总的来讲，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工业增长相对于潜在增速确实偏快一些，这也不利于能耗强度的降低。工业增

长偏快主要因为海外供应链受疫情抑制的背景下我国出口景气度较高，并非因为

高耗能行业增长较快。今年前三季度，六大高耗能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普

遍低于整体工业增速，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速略高。基于我们估算的工业部门

各行业增加值占比以及统计局公布的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今年前三季度高耗

能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约为 9.0%，比整体工业增速低 1.8 个百分点。 

图表3： GDP服务业占比的变化与能耗强度降幅相关性强 图表4： 今年前三季度 GDP两年平均增速相对疫情前的变化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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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工业能耗强度同比降低 5.2%，高耗能行业能耗强度同比降

低 2.8%。工业和高耗能行业能耗强度的降低为单位 GDP 能耗的降低做出了较大

贡献。根据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副司长在《能源供应稳定恢复 能耗强度降幅扩大》

中公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 7.3%，单位 GDP能耗同

比下降 2.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增长 6.0%，能耗强度同比降低 5.2%；

工业部门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电力、钢铁、化工、石化、建材、有色）能源消

费增长 5.9%，其他行业增长 6.6%。从这些数据来看，工业能耗增长显著低于整体

能耗增长；而且工业能耗强度降幅显著高于政府确定的单位 GDP 能耗降幅目标。

这可能意味着工业能耗增长并非能耗强度降幅低于预期的原因。当然，政府对工

业能耗强度降幅的预期可能高于单位 GDP能耗降幅目标，但很显然今年前三季度

工业能耗强度显著下降为单位 GDP 能耗下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今年前三季度高

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增长 5.9%，我们估算高耗能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约为 9.0%，

能耗强度同比降低 2.8%。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增速显著低于整体能耗增速，能耗

强度降幅仅略低于 3%的政府目标。这说明高耗能行业的偏慢增长和能耗强度的下

降也为单位 GDP能耗下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今年前三季度单位 GDP 能耗降幅低于政府年度目标的主

要原因是疫情抑制了产业升级，其中首要因素是疫情显著抑制了服务业的增长，

次要因素是海外疫情导致我国工业增长略微偏快。今年政府制定的单位 GDP 能耗

降幅目标与 2018-2019 年相同，这可能意味着政府是按照经济恢复常态来制定能

耗降幅目标。去年四季度我国服务业同比增长 6.7%，非常接近 2019 年 7.2%的增

速，服务业基本恢复常态。再考虑到疫苗接种助力疫情防控，政府预期今年经济

恢复常态合情合理。不过，今年 Delta 变异病毒的传播使得我国疫情仍然时不时

出现，这对服务业构成显著的抑制。同时，海外疫情导致我国出口较好、工业增

长略微偏快。这两个因素导致我国产业升级中断，服务业占比反而同比下降 0.15

个百分点。这非常不利于我国单位 GDP 能耗的下降。相对于工业增长略微偏快，

服务业受疫情抑制的程度更大，对单位 GDP能耗下降的拖累也更大。 

图表5： 今年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和六大高耗能行业的增速 图表6： 今年前三季度能耗增速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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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抑制服务业间接推高单位 GDP 能耗 1.4-2.1

个百分点 

下面我们就疫情抑制服务业对单位 GDP能耗强度的影响进行定量测算。测算

分为两步：首先，疫情对服务业增长的抑制有多大？其次，服务业增速偏低对能

耗强度的影响有多大？ 

根据我们的估算，疫情导致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比潜在水平低 5.0-

7.5 个百分点。测算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的潜在水平可以有三个视角。第一个视

角，今年服务业的潜在两年平均增速与 2015-2018年间的同比增速大体接近，约

为 8.3%。2015-2018 年间我国 GDP 增速、工业增速、服务业增速均较为稳定，可

以作为我国经济潜在水平的代表。而且，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工业两年平均增长

6.2%，与 2015-2018年间 5.9%的平均同比增速大体接近。第二个视角，2019 年服

务业增速 7.2%可以作为今年服务业潜在两年平均增速的下限。2019 年是最近的

疫情前年度。不过，2019年工业增速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有所下滑，服务业也随之

下滑。因此，2019年的服务业增速是偏低的，可以作为今年服务业潜在两年平均

增速的下限。第三个视角，假定 2016 年以来服务业与工业增速之差保持稳定，服

务业潜在两年平均增速约为 8.4%。2016-2019年间服务业与工业增速之差大体稳

定，在 1.9-2.4个百分点之间，平均为 2.2个百分点。工业的增长会带动服务业

的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工业两年平均增长 6.2%，则服务业潜在两年平均增速为 8.4

个百分点。综合这三个视角的分析，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潜在两年平均增速为

7.2%-8.4%，那么潜在同比增速为 14.5%-17.0%。不过，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同比

增长 9.5%。这意味着疫情对服务业的抑制为 5.0-7.5个百分点。 

图表7： GDP及其分项的同比增速(2021年前三季度为两年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服务业增速降低 1 个百分点间接导致单位 GDP 能耗提高 0.28 个百分点，因

此疫情对服务业的抑制间接导致单位 GDP能耗提高 1.4-2.1个百分点。为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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