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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多地启动有序用电 

1）本轮有序用电从浙江、四川和重庆拉开序幕，江苏、安徽等部分省市

以用电倡议引导企业主动响应，其余省市也纷纷发布了节约用电倡议

书。 

2）对比 2021 年限电情况，我们认为当前的有序用电政策力度要远弱于

去年的“拉闸限电”。 

► 引致电力紧张的三大因素 

1）高温天气蔓延，居民用电量大幅增加。区域性高温持续时间长、影
响范围广、极端性强，持续高温影响下，城乡居民用电量一骑绝尘，同

比达 26.8%，创下历史新高，贡献了全社会用电同比涨幅的 55%。 

2）高温引致干旱，水力发电降幅明显。持续高温引致干旱，水力发电

由丰转枯。7 月份全国水电产量同比增速大幅下滑，由 29%下降至

2.4%。 

3）新增装机有限，火力发电同比处于低位。新增装机容量有限引致火

力发电累计同比增速较低，7 月火力发电累计同比增速-2.5%，是发电同

比的主要拖累项。 

► 相比 2021 年的限电，差异在哪？ 

1）政策端留有适当弹性。2021 年限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地的能耗

双控政策。经历过 2021 年的大规模限电后，政策端转向以统筹安排为

主，并留有适当弹性； 

2）煤炭价格下降，库存上升。2021 年限电的另一层原因就是煤炭价格

居高不下。煤炭供给不足，企业发电意愿较弱，由此导致火力发电量不

足。进入 2022 年以后，煤炭稳价保供措施持续发力，煤炭价格逐渐走

弱，煤炭库存同比高增，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 有序用电对经济增长影响几何？ 

1）整体影响有限。高温干旱的极端天气会逐渐减少，未来全国各地的

降水量将逐渐增多，整体的用电压力会得到缓解。同时，今年政策强调

统筹规划，留有适当弹性，外加煤炭价格下行、库存充足。所以，本轮

有序用电的持续时间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都将小于去年。 

2）工业品价格保持稳定。从近期硅料、碳酸锂、水泥和螺纹钢价格走
势来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上涨，说明有序用电对工业品价格整体的

影响并不大，后续伴随极端天气的逐步好转，价格将保持稳定。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天气状况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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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浙江、四川、重庆及部分省份陆续发布有序用电通知，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那么本轮用电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和去年“拉闸限电”相比有哪些异同点？对经济增

长影响几何？本文重点围绕以上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1.多地启动有序用电 

本轮限电从浙江、四川和重庆拉开序幕。受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影响，全国多个

省份用电负荷一路攀升，为了缓解用电紧张局面，陆续推出有序用电政策。8 月 6 日，

浙江省要求从 8 月 8 日起，根据用电缺口实际情况启动 C 级 1250 万千瓦有序用电措

施，8 月 9 日再视情调整有序用电等级。 

8 月 14 日，四川省要求从 2022年 8 月 15 日 0 时起至 20 日 24 时，在全省 19 个

市（州）扩大工业企业让电于民实施范围，对四川电网有序用电方案中所有工业电力

用户（含白名单重点保障企业）实施生产全停（保安负荷除外）。 

8 月 16 日，重庆市启动有序用电一级方案，纳入有序用电方案的所有电力用户

必须全部参与执行（保安负荷除外），让电于民，时间为 8 月 17 日 0：00-8 月 24 日

24:00，后续根据气温变化和供需形势及时调整。 

部分省市以用电倡议引导企业主动响应。安徽、江苏等省份虽然没有启动相应

地有序用电方案，但下辖的地级市实际上已经通过发布用电倡议书引导工业企业主动

进行错峰避峰用电。 

例如：安徽省宿州市为倡导企业节约用电，出台企业用电需求主动响应政策，对

节约用电企业进行补贴，指导用户在用电高峰期间合理安排生产班次，享谷电价红利

的同时，还能拿到需求响应补贴。根据宿州新闻网报道，在 8 月 3 日至 10 日需求响

应期间，宿州市已引导企业最大错避峰负荷达 3.1 万千瓦；8 月 14 日，江苏省发布

节约用电的倡议书，省内各地级市也相继发布用电倡议书，同时根据财联社的相关报

道，江苏当地多家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轮流进行限电限产政策。 

当前力度要弱于去年。从当前实施力度上来看，较为依赖水电的四川是限电停

产力度最大的省份，重庆、浙江次之，而江苏、安徽等省份采取的是鼓励有序用电的

措施，引导工业企业主动响应，节约用电、错峰用电。而河北、湖北、广东等其余省

份则是以倡议为主，力度要弱于以上诸省份。 

反观去年，全国不同省市前后共有两轮限电，分别始于 2021 年 5 月和 2021 年 9

月。第一轮主要出现在广东、云南等部分南方省市，第二轮则波及广东、广西、云南、

安徽、黑龙江等全国多个省份，部分省市直接“拉闸限电”，两轮限电均引发了工业

企业大面积限产。对比 2021 年的两轮限电，我们认为当前的有序用电政策力度要远

弱于去年。 

 

表 1 多地启动有序用电或发布用电倡议（不完全统计） 

 
地区 相关文件 说明 

有序用电 

四川 

《关于扩大工业企

业让电于民实施范

围的紧急通知》 

从 8 月 15 日起取消主动错峰需求响应，在全省（除攀枝花、凉山）的 19 个
市(州)扩大工业企业让电于民实施范围，对四川电网有序用电方案中所有工

业电力用户（含白名单重点保障企业）实施生产全停（保安负荷除外），放

高温假，让电于民，时间从 2022 年 8月 15日 00:00 至 20日 24:00。 

重庆 

《关于扩大工业企

业让电于民实施范

围的紧急通知》 

为确保电力安全有序供应，保障群众基本需要，启动有序用电一级方案，纳

入有序用电方案的所有电力用户必须全部参与执行（保安负荷除外），让电

于民，时间为 8 月 17 日 0:00-8 月 24 日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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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关于同意启动 C

级有序用电的函》 

认真做好有序用电细化措施，压实各地责任，确保民生用电、绝不能拉闸限

电，并会同地方发改（能源）、经信等主管部门做好企业沟通解释工作，加

强舆情引导，切实将有序用电的影响降至最低，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用电倡议 

（主动响应） 

安徽 
《安徽省节约用电
倡议书》 

为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以及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倡议全社会联合行

动，共同做好节约用电工作。另外，安徽省内合肥、芜湖、蚌埠、黄山、淮
北、六安、安庆、铜陵、宿州等地多地相继发布了错峰避峰用电和节约用电

的倡议，依据先主动响应、后有序用电的次序，执行相关措施。 

江苏 
《江苏省节约用电

倡议书》 

为确保电力安全供应，全力保障全省民生用电和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我

们向全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居民朋友们发出节约用电倡议，号召全

社会共同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共克时艰、节约用电。另外，江苏省

内南京、无锡、镇江、扬州等地多地相继发布了错峰避峰用电和节约用电的
倡议，依据先主动响应、后有序用电的次序，执行相关措施。。 

用电倡议 

（倡议为主） 

河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等多省份或下辖市发布节约用电倡议书，倡导全社会联合行动，机关事业单位带

头节电，工业企业科学用电，公共场所合理用电，居民用户节约用电。但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来看，这些省份主要

以倡议为主，并没有强调企业主动响应，后续应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资料来源：相关政府网站，华西证券研究所 

 

2.引致电力紧张的三大因素 

2.1.高温天气蔓延，居民用电量大幅增加 

区域性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今年入夏以来，我国经历了

一轮超强酷暑，不仅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也更广并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

极值。中国气象局在 8 月 3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 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为

5.6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2 天。西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和华南大部地区以及新疆

西南部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 5 天至 10 天，部分地区偏多 10 天以上。 

进入 8 月，持续高温天气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8 月 12 日 18 时，中央

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最高级别）。截至 8 月 17 号，已经连续 28 天发

布高温预警。对于本轮高温还会持续多久，中国气象局研究员表示“未来 15 天的预

报显示，高温天气会持续到 8 月 29 日，目前高温拐点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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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月全国平均气温南方明显偏高  图 2 进入 8 月，大面积高温仍在持续 

 

 

 

资料来源：中国气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气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持续高温影响下，居民用电同比大幅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7

月，全社会用电量 83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而这其中，由于受持续高温影响，

城乡居民用电量一骑绝尘，同比达 26.8%，创下历史新高，贡献了全社会用电同比涨

幅的 55%。 

另外，第一和第三产业同比增速也非常可观，分别达到 14.3%和 11.5%；不过用

电量占比最高的第二产业，其用电同比增速则相对低迷，主要与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仍

然不稳固有关。 

 

图 3 第二产业在全社会用电总量中占比最高  图 4 7 月全社会用电量 8354 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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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乡居民用电量同比增速创历史新高（%）  图 6 居民用电贡献了全社会用电同比的 5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2.2.高温引致干旱，水力发电降幅明显 

持续高温引致干旱，水力发电由丰转枯。7 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 96.6 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少 20.6％。截至 8 月 19 日，长江沿线省份近 30 天的降水量距平百分

率均在-50%至-100%之间，偏枯的降水无疑限制了全国水电的发力。由此也导致了 7

月份全国水电产量同比增速大幅下滑，由 29%下降至 2.4%。 

前四大水力发电省份中，湖北和贵州水电产量同比增速由正转负，下降幅度较大，

其中湖北由 30.8%下降至-35.6%，贵州由 43.8%下降至-8.6%。四川和云南的水力发电

产量同比增速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 

 

图 7 降水量急剧减少  图 8 7 月水电产量同比增速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中央气象台，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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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新增装机有限，火力发电同比处于低位  

火力发电累计同比增速较低，是发电同比的主要拖累项。截至到 7 月，全国发

电量累计同比增速 1.4%，低于去年同期。从发电结构来看，7 月火力发电累计同比增

速-2.5%，是发电同比的主要拖累项。虽然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同比增速依然

较高，分别达到 7.7%和 13%，但由于其在我国发电总量的占比较小，因此难以形成明

显支撑。 

 

图 9 火电累计同比增速处于相对低位（%）  图 10 火电仍是我国发电的绝对主力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新增装机容量有限或是造成火力发电累计同比增速较低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

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6400 万千瓦时，总量较去年的 5400 万千瓦时有所增加。不过

从结构来看，增加的发电装机容量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领域，太阳能装机容量占比由去

年的 26.7%上升至 47.1%，风电也有近 3 个百分点的增幅。而火电装机容量占比则由

去年的 38.2%下降至 12.8%，装机容量的下降或是造成火电同比增速较低的主要原因。  

图 11 上半年新增装机容量火电占比明显减小（%）  图 12 火电累计同比增速处于相对低位（%）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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