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飞：高温天气扰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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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蒋飞、李相龙 

要点  

全社会用电量与很多经济指标紧密相关，可以说它是经济的晴雨表。

我们跟踪数据发现，今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处于下降态势。且通过比

较商品房销售面积与用电量的增速，我们认为未来几个月用电量增速仍可

能保持下行态势。 

但 8 月 14 日四川却发布限电令新规定，从 2022 年 8 月 15 日 00：

00 至 20 日 24：00，取消主动错避峰需求响应，在全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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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

前四川限电，一方面我们认为是用电负荷短时间内冲高，四川夏季空调降

温负荷近 1800 万千瓦，超过全省用电负荷的 1/3，空调高负荷是导致限电

一个重要原因；另外，7 月以来，四川迎来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天然来水

电量由同期约 9 亿千瓦时，下降至目前约 4.5 亿千瓦时，且以日均 2%的速

度持续下降。四川水电装机占比超过 80%，上游降水较往年下降 4成左右，

供电支撑能力大幅下跌。 

虽然当前部分地区限电现象是在极端天气下临时发生的，属于季节性

因素。但为防止其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冲击，我们还是要做好应对准备。

一方面要在总量上达到供需平衡状态：不仅要满足基本的供需平衡，也要

预防极端情况下的电力需求，未来重点发展储能；另一方面要在效率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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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优化配置水平：正确使用市场、价格等经济手段，积极进行电力体制改

革，完善规范电力市场交易模式，找出并解决现存的阻碍电力市场效率提

高的问题。 

最后，为了应对未来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和极端情况下的市场波动，

我们既要增加供给的产量又要提高市场效率，因此需要两方面共同下力气，

来减少“限电”的发生。去年以来我们持续认为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解

决房地产和消费等诸多方面问题的主要手段，电力市场改革虽然还未完成，

但效果已经在显现，市场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风险提示：国内宏观政策改变，电力市场改革不达预期，极端天气影

响，新冠疫情集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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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7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增速降至 3.4% 

宏观分析中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全社会用电量，它是电力消费过程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量，是一项重要的能源消费指标。很多经济指标都

和用电量紧密相关，市场人士也经常分析和跟踪该指标，可以说它是经济

的晴雨表。 

今年以来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发挥效果和疫情的反复影响，国内需

求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也处于下降态势。比如

去年底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 10.3%，到今年前七月增速降至 3.4%。 

 

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经常引用的经济关系，就是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领先用电量增速大约 4-6 个月（为什么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可间接看出用

电量下降，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在我国，房地产需求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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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经济总需求下降，因此用电量就下降）。截止到今年 7 月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累计增速已经下降至-23.1%，以领先关系来看，未来几个月用电

量增速仍可能保持下行态势。 

 

但新闻报道 8 月 14 日四川发布限电令新规定，从 2022 年 8 月 15 日

00：00 至 20 日 24：00，取消主动错避峰需求响应，在全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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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8

月 16 日，重庆也宣布扩大工业企业限电时间，时间长达 11 天。 

我们知道 2021 年因为用电需求旺盛，各地出现过限电等措施。但今

年用电量增速已经从高位回落至个位增速水平，为何还会出现电力不足的

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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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高温天气扰乱发电节奏造成临时缺电 

首先，虽然用电量增速在下降，但用电量并未下降。虽然用电量 1-7

月因为疫情原因增速为 3.4%，但是 7 月单月又回到 6.3%，增速较快，且

过去二十多年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在上升，到今年 7 月单月达到 8324 亿千

瓦时，属于历史次高水平。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还未突破

1.2 万美元，按照发达国家发展路径来看，中国未来还会处于较快发展阶段，

中国的用电需求还未达到顶峰。根据中电联预测，综合考虑节能意识和能

效水平提升等因素，预计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为9.5万亿千瓦时以上，

“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超过 4.8%，年均增加约 4000 亿千瓦时。 

其次，四川限电主要是夏季短期高负荷和供给问题。对于当前四川限

电，一方面我们认为是用电负荷短时间内冲高，四川夏季空调降温负荷近

1800 万千瓦，超过全省用电负荷的 1/3，空调高负荷是导致限电一个重要

原因；另外，7 月以来，四川迎来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天然来水电量由同

期约 9 亿千瓦时，下降至目前约 4.5 亿千瓦时，且以日均 2%的速度持续下

降。四川水电装机占比超过 80%，上游降水较往年下降 4 成左右，供电支

撑能力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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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相对于不断增长的用电量需求，新能源发电设备装机增速在不

断增长。过去几年发电装机容量累计增速大多数年份都是高于用电量和发

电量累计增速，尤其是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政策下，风电、光伏等发电装

机容量增长较快。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 7 亿千瓦，

风电、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3.28 亿、3.06 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风电和太阳能年发电量达到 9785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首次

突破 10%，达到 11.7%。由此看出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是在不断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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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今年高温造成水电发电量明显下降，引发局部用电不足。全球

工业化的长期发展导致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全球变暖成了当下最严重的

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极端天气经常发生，对国际用电市场造成困扰。今

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干旱，尤其是长江流域。据统计，长江流域部

分地区连续无雨日超过 20 天；流域大部高温日超过 15 天，中下游部分地

区超过 30 天。应急管理部介绍，6 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降水开始偏少，

加上七八月上旬持续高温晴热和无有效降雨的影响，使得江河来水量持续

走低。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低 4.5—6 米，均为有

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主汛期时段，长江水位出现

“汛期反枯”的现象。长江流域是我国主要的水电来源地，干旱缺水导致

水电发电量增速大幅下滑，7 月水电发电量同比涨幅仅 2.4%，水电发电比

重也远低于季节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5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