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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海外经验，三产、居民用电与先进制造提供用电动能 

用电仍可维持较高增速，三产、居民用电与先进制造提供用电新动能。对标海

外发达国家，在类似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用电增速仍可维持 5%以上，且用电结

构逐渐趋向二产、三产、居民用电均衡发展。美国历史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

向后工业化推进，二产用电贡献下降，电力弹性系数下行，电力核心动能由三

产与生活用电提供。转型期制造业内部出现分化，传统高耗能制造业用电趋弱，

先进制造成为制造业产值与用电支撑。 

 用电动能变更，地产主导转向三元驱动 

三元驱动用电提升，增量用电均衡格局初成。2015 年起，房地产固投增速与用

电增速明显背离，传统地产主导用电逻辑不再，社会用电变为二产、三产与居

民生活用电三元驱动。增量用电方面，二产用电贡献大幅下滑。2010-2017 年

二产贡献从 79.83%下降至 60.02%，三产 /居民生活用电贡献分别由

9.89%/9.60%提升至 21.82%/16.13%。2018 年前四月，三者贡献占比更是变为

了 51.15%/23.92%/23.64%，二产用电贡献与三产和居民用电合计贡献近似相

等。二产独大格局改变，增量用电格局趋于均衡。 

 制造业内部分化，三产与居民用电驱动内核长期维持 

制造业内部用电分化，三产与居民用电增势有望延续。制造业内部分化放大，

四大高耗能制造业用电增速明显放缓，主因传统产品产量增速放缓叠加单耗下

降；新兴制造蓬勃发展提供用电新动能。交运、商用、公共事业与信息产业四

轮驱动三产用电提升，并将长期维持。城镇化推进背景下，收入提升与对品质

生活的追求是居民用电提升的不竭动力。 

 三元驱动社会用电，电煤需求仍有支撑 

电煤长期需求仍有支撑。我们在长期趋势与结构分析两个维度分别使用电力弹

性系数法与分行业用电量法对“十三五”期间社会用电量进行预测。三元驱动

作用下，全社会用电需求仍将保持较好增速，2018-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分别

为 67,808、72,162、76,149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提升 7.50/6.42/5.53 个百分点。

测算火电发电量分别为 49,081、51,646、54,245 亿千瓦时，同比提升

7.84%/5.23%/5.03%。对应煤耗 18.79、19.49、20.24 亿吨，同比分别提升

6.87%/3.70%/3.85%。电煤需求仍将保持较好增速，支撑煤炭行业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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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先进制造与优质服务有

望成为经济发展主旋律与新动能。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用电需求何去何从？

未来会对煤炭需求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未来中国电煤需求进行研究。 

表 1：经济转型提上议程，先进制造业与优质服务成为主旋律 

时间 文件 内容 

2015 年 5 月 中国制造 2025 

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

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2016 年 3 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 

围绕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

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加快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016 年 11 月 

“十三五 ”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 

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

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 5 个产值规模 10 万亿元级的新支柱，并在更广领域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新增长点，

平均每年带动新增就业 100 万人以上。 

2017 年 10 月 十九大报告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2018 年 3 月 
2018 年政府工作报

告 
要发展壮大新动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发改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1：逻辑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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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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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经验：三产、居民与新兴制造提供新动能 

用电增速仍可维持高位，三产与居民耗电占比提升 

海外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用电增速仍可维持高位。人均 GDP 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个国

家的发展阶段。2015 年中国人均 GDP 约 8016 美元，根据“十三五”国民经济发展规

划，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将突破 10000 美元。对美国、日本、香港、德国等

发达国家或地区类似发展阶段用电情况进行研究，可以看到在类似中国“十三五”发展

阶段，各国用电仍保持较快增长，年均用电增速位于 5%-10%之间，均值 7.04%。 

表 2：发达国家和地区类似发展阶段用电情况（现价美元/人，%） 

 

基准年 目标年 

年均用电增速 年均 GDP 增速 电力弹性系数 

年份 人均 GDP 年份 人均 GDP 

中国 2015 8,016 2020 10,000 

 

6.50 

 

美国 1975 7,820 1978 10,587 4.92 5.19 0.95 

日本 1978 8,776 1981 10,332 2.68 4.15 0.65 

香港 1986 7,435 1988 10,610 9.07 10.93 0.83 

韩国 1992 8,002 1994 10,206 12.76 8.02 1.59 

新加坡 1987 7,531 1989 10,380 9.48 10.65 0.89 

法国 1977 7,513 1979 11,170 7.08 3.78 1.88 

德国 1977 7,654 1979 11,238 4.61 3.56 1.29 

澳大利亚 1978 8,246 1980 10,202 5.71 3.55 1.61 

均值 - - - - 7.04 6.23 1.21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长江证券研究所 

第二产业独大格局短期难改，三产与居民耗电占比增加或为必然。从各产业用电结构看，

目前发达国家用电结构基本呈现第二产业用电、第三产业用电、居民生活用电相对均衡

态势，即使是工业比重高的韩国、德国，第二产业用电比重也只有 50%左右。我国当前

用电结构第二产业独大，占总用电 73%；第三产业用电与居民用电各占 13%。虽然第

二产业高用电占比格局短期不会改变，但随着经济转型持续推进，加快推进服务业优质

高效发展与居民对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与居民用电占比增加或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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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际用电结构现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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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国用电结构为 2017 年中电联数据，其他国家为 2015 年 IEA 数据 

以美为媒，看破转型期用电迷雾 

从人均 GDP 角度看，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美国七八十年代匹配性较高，用电增速类似，

且都处在工业化后期经济需要新动能驱动的转型关键点。尽管产业结构与科技革新程度

不同，美国在该阶段前后的用电趋势性变动对我国仍有借鉴。此外，美国“新经济”时

期发展实践也为我国向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转型提供了相关研究范例。 

电力弹性系数下滑，居民生活与三产用电成为核心驱动力 

向服务业倾斜，居民用电强势崛起。19 世纪中叶，第三产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

此后产值占比继续扩大，从 1950 年的 58.16%提升至 2017 年的 80.05%，第二产业产

值占比则下降至不及 20%。用电结构与之相对应，随着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不断演进，

美国第一、二产业合计用电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与居民用电占比提升。1950 年一产二

产用电合计占比仍达总用电半数，而到 2017 年该占比仅四分之一；三产用电与居民生

活用电基本维持均势，皆从 1950 年总用电占比的四分之一上升至 2017 年的 37%。1 

图 3：19 世纪中叶后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持续提升  图 4：2017 年美国第三产业与居民生活用电占总用电量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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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美国经济分析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IA，长江证券研究所 

                                                      

1 为与产值研究相匹配，我们将 EIA 终端用电需求数据按三大产业划分，即工业终端用

电为第一、二产业用电，商业终端与运输终端为第三产业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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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后期起，电力弹性趋势下行。以美国为例，20 世纪 50、60 年代经济快速增长，

电力弹性系数在 2.0 左右变动。70 年代美元危机、石油危机接踵而至，经济陷入滞胀，

电力弹性系数降到 1.3。80 年代为了走出滞胀，美国加速产业结构调整，1980-1990 年

二产产值占比下降 5 个百分点至 25.39%，三产占比上升 5.6 个百分点至 73.00%，用电

增速下滑，电力弹性系数降至 0.8。90 年代进人以信息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

时代，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电力弹性继续下行。 

表 3：不同阶段美国电力弹性 

 产值增速（%） 用电增速（%） 电力弹性系数 

GDP 一产二产 三产 人均 GDP 总用电 一产二产 三产 居民生活 总用电 一产二产 三产 居民生活 

1950-1960 3.59 3.48 3.66 1.79 8.97 8.28 8.35 10.81 2.50 2.38 2.28 6.03 

1960-1970 4.27 3.48 4.70 2.96 7.30 5.81 8.15 8.75 1.71 1.67 1.73 2.96 

1970-1980 3.17 0.63 4.29 2.09 4.17 3.63 4.69 4.40 1.32 5.75 1.09 2.10 

1980-1990 3.34 2.71 3.55 2.37 2.62 1.50 4.14 2.56 0.79 0.55 1.16 1.08 

1990-2000 3.44 2.94 3.60 2.20 2.35 1.19 3.29 2.58 0.68 0.41 0.91 1.18 

2000-2010 1.64 0.21 2.06 0.71 0.93 -0.91 1.40 1.94 0.57 - 0.68 2.75 

2010-2017 2.10 1.58 2.23 1.36 -0.28 -0.37 0.20 -0.67 - - 0.09 - 

资料来源：Wind，美国经济分析局，EIA，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5：美国经济增速与用电增速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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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美国经济分析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二产用电增速下行，核心动能由三产与居民生活用电提供。转型期总用电弹性趋于 1 以

下，二产电力消费弹性趋弱，用电增速放缓；三产与居民生活用电弹性在 1 以上，增速

较好，成为用电增量核心动能。“新经济”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与用电增速放缓形成鲜明

对比，二产耗电增速下滑更加严重。之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技术优化及单位用电能耗

下滑，产值与耗电增速匹配性逐渐降低，出现增减相悖情况，电力弹性系数适用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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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美国一二产业用电合计增速持续下行（%）  图 7：“新经济”后居民生活与三产成为电力弹性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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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IA，美国经济分析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制造业内部分化，先进制造成为产值与用电支撑      

美国“新经济”时期提供制造业转型样本。EIA 自 1991 年起每四年发布制造业用电细

项数据，当时传统制造如钢铁业剧烈收缩节点已过，三产已成绝对主导，与我国当前高

制造业产值占比国情有所差异。但就制造业内部分化方面，考虑到 90 年代起信息技术

革命掀起产业变革大潮，美国“新经济”时期计算机及其他先进制造蓬勃兴起，与中国

向先进制造与新兴产业转型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制造业内部变革及耗电变化值得研究。 

图 8：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粗钢产量趋稳（千吨，%）  图 9：“新经济”时期计算机与电子产品表现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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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先进制造成为制造业产值核心驱动。从产值占比角度看，1991-1998 年传统高耗能产业

占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于 20%；先进制造占比从 36.65%提升至 37.49%，其中计算机

电子产品制造占比从 11.19%提升至 13.39%。从产值增速角度看，1991-1994 与

1994-1998 年高耗能制造增速分别为 5.01%、-0.71%；先进制造为 7.41%、3.80%，明

显高于传统制造，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制造增速更是达到 14.05%、34.41%。“新经济”

时期后，计算机电子产品制造仍保持不错产值增速，成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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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制造业内部行业产值分布  图 11：先进制造成为制造业产值增速核心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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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传统高耗能制造业用电趋弱，先进制造提供用电新动能。从用电占比角度看，1991-1998

年高耗能产业占制造业总用电比重从 52.89%降到 49.53%；先进制造占比从 11.58%提

升至 13.95%。用电增速方面，1991-1994 年与 1994-1998 年高耗能制造增速分别为

2.98%、1.74%；先进制造为 3.37%、8.04%，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及电气设备 1994-1998

年用电增速高达 10.88%。随着技术革新等原因，制造业用电单耗整体下行，1998 年以

后尽管产值仍有所维持，但总用电整体呈现下行态势。 

表 4：“新经济”时期先进制造提供用电新动能 

 用电增长率（%） 电力弹性系数 

1991-1994 1994-1998 1998-2002 2002-2006 2006-2010 2010-2014 1991-1994 1994-1998 

传统高耗能 

造纸 3.51 0.46 -2.00 1.64 -4.05 -0.99 0.99  

化工 5.33 1.92 -1.50 0.58 -2.52 -0.53 0.91  

金属 -0.17 2.50 -2.80 -1.80 -3.19 3.01  5.70 

合计 2.98 1.74 -2.05 0.10 -3.11 0.45 0.59  

中高端制造 

机械 3.57 0.29 -3.40 7.30 -11.04 3.75 3.19 0.11 

计算机电子产品 

2.81 10.88 

-1.18 -7.98 1.77 2.70 

0.45 1.53 

电气设备 -3.78 -1.92 -4.54 2.42 

运输设备 3.78 10.11 -3.19 3.12 -9.16 3.78 0.28 3.22 

合计 3.37 8.04 -2.72 0.54 -6.49 3.31 0.46 2.11 

其他合计 5.18 2.52 -0.39 0.58 -3.13 1.96 12.18  

制造业合计 3.82 2.80 -1.52 0.34 -3.55 1.40 1.16 6.39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EIA，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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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变更，构造三元驱动新逻辑 

动能变更，地产独木变为二产、三产、居民三元驱动 

地产固投与用电增速分化，地产驱动逻辑不再 

工业化后期，用电结构调整增速放缓。2015 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首超 50%，我国正式

步入工业化后期。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被放弃，优化经济发展路径提上议程，经济转

型与产业升级大幕拉开。伴随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换挡，用电增速与结构发生较大变

化。用电增速中枢明显下移，第二产业用电占比收窄，三产与居民生活用电占比提升。 

传统地产驱动用电逻辑受到挑战。2015 年前用电增速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度

吻合，地产带动全产业链用电为社会用电量核心驱动逻辑。但 2015 年后，二者匹配度

明显下降，与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相异的是社会用电量仍保持较好增速，传统地产驱动用

电逻辑不再，需要寻找用电驱动新动能。 

图 12：2015 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超过 50%，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  图 13：第三产业用电与居民用电占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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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14：伴随经济增速换挡，用电增速中枢下移（%）  图 15：传统地产驱动用电逻辑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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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同比（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二产用电贡献弱化，二产、三产、居民用电三元驱动格局初成 

第二产业与全社会用电增速偏离加大，三产与居民用电维持高增速。长期以来，第二产

业用电是全社会用电的主体，用电比重超过 70%，其增速很大程度决定全社会用电增速，

二者差值不超过 1%。但“十三五”头两年规律被打破，全社会用电年均增速 5.26%，

第二产业用电增速却回落到 3.52%。与之相对，第三产业与居民生活用电持续保持较高

增速，成为维持全社会用电增长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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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用电弹性下滑，三产与居民生活提供用电驱动。从电力弹性角度看，前期“十五”、

“十一五”重工业化用电高增长过后，全社会用电弹性系数逐步下降，到“十三五”已

经降到 0.8 左右。随着技术进步，第二产业产值单耗下降，电力弹性回落明显。第三产

业与居民用电分别因交通运输等单耗较高行业比重提升及城镇化提速等原因，用电弹性

系数持续维持 1 以上，为社会用电注入新动能。 

表 5：二产用电弹性回落，三产与居民生活成为用电新动能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初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17 

产值增速

（%） 

GDP 8.63 9.80 11.31 7.87 6.79 

第一产业 3.39 3.77 4.33 4.08 3.60 

第二产业 9.82 10.85 12.25 8.12 6.11 

第三产业 9.41 10.55 11.96 8.36 7.88 

人均 GDP 7.61 9.10 10.74 7.33 6.21 

用电增速

（%） 

总用电量 6.09 13.11 10.95 6.27  5.26 

第一产业 -1.76 7.81 4.69 1.26  5.40 

第二产业 5.39 13.03 10.82 5.67  3.52 

第三产业 16.52 13.79 12.16 9.86  10.90 

居民生活 7.62 14.72 12.18 7.42  9.25 

电力弹性系

数 

总用电 0.71 1.34 0.97 0.80  0.77 

第一产业 - 2.07 1.08 0.31  1.50 

第二产业 0.55 1.20 0.88 0.70  0.58 

第三产业 1.76 1.31 1.02 1.18  1.38 

生活用电 1.00 1.62 1.13 1.01  1.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注：2010 年前电力数据为统计局口径，“十二五”期间，统计口径发生较大变化，2010 年后使用中电联口径 

二产用电贡献弱化，增量用电形成二产、三产、居民生活用电三元格局。自 2012 年起，

第二产业用电增速基本弱于全社会用电增速，三产与居民用电多数跑赢社会用电。从增

量用电贡献角度看，二产用电贡献大幅下滑，2010 年二产用电贡献占比高达 79.83%，

同年三产/居民用电贡献分别为 9.89%/9.60%。2017 年二产用电贡献下滑至 60.02%，

三产/居民用电增长到 21.82%/16.13%。到 2018 年前四月，三者贡献占比更是变为

51.15%/23.92%/23.64%，二产独大格局改变，增量用电格局趋于均衡。2 

 

 

                                                      

2 增量用电贡献=产业用电增量/总用电增量，本文所涉及用电贡献均为增量用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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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近年第二产业累计用电增速低于全社会用电增速（%）  图 17：第二产业用电贡献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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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条分缕析，用电贡献全拆解 

考虑到第一产业用电绝对量较低，2017 年一产用电仅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83%，增量

贡献占比仅 2.03%，且未来大概率不存在太大增量，本部分主要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居民生活用电三大类进行用电贡献拆细，以期找到各产业内部主要驱动及成因。 

二产：用电贡献内部分化，新兴制造兴起 

高耗能制造业用电贡献下滑，新兴制造成为亮点。尽管用电贡献有所弱化，第二产业增

量用电贡献仍接近 50%。制造业仍为增量用电贡献大头，2010-2015 年用电贡献占比

47%，2015-2017 有所下滑但仍达到 43%。制造业内部，高耗能与非高耗能制造业有所

分化。四大高耗能制造业用电贡献下滑 4.60%至 18.85%；2018 年前四月更是下降到

12.16%。与之相反，非高耗能制造业用电贡献从 23.46%上升到 24.46%。其中，以医

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成为亮点，用电贡献占比上行 2.30%至 10.20%。 

图 18：第二产业用电贡献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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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注：由于 2015-2017 年分行业全年数据获取困难，为了数据统一，本图各行业均使用前 11 月累计用电数据 

制造业内部分化放大，四大高耗能制造业用电增速明显放缓。2012 年前四大高耗能制

造业用电增速明显高于非高耗能，而后二者增速相近。2017 年起非高耗能制造业实现

反超，前 11 月用电增速 8.02%，超过四大高耗能制造业 3.84 个百分点；2018 年前四

月非高耗能用电增速 7.89%，同期高耗能制造业用电增长 3.83%，差值放大到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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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增速放缓叠加单耗下降拉低高耗能用电增速，新兴制造蓬勃发展提供用电新动能。

传统高耗能制造业用电增速放缓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产品产量增速明显放缓；二是产

品单位能耗下降。新兴制造蓬勃发展为制造业用电提供新支撑，2017 年全国生产工业

机器人 13.11 万台，同比增长 68.10%；生产新能源汽车 71.60 万辆，同比上升 51.10%。

新兴制造业产品产量提升为其增量用电贡献占比提升提供了有力解释。 

图 19：2012 年后四大高耗能制造业用电增速低于非高耗能制造业（%）  图 20：传统制造业单位能耗下降（千克标煤/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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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高耗能制造业用电量:当月同比

非高耗能制造业用电量: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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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21：传统高耗能制造业主要产品增速明显放缓（%）  图 22：新兴制造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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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粗钢:累计同比 产量:十种有色金属: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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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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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耗能制造业用电增速回落，新兴制造业用电表现较好（%）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初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17 

第二产业 5.39 13.03 10.82 5.67 3.52 

高耗能制造业 4.78 15.18 11.98 4.78 4.21 

钢铁 4.37 17.87 12.58 1.44 -1.25 

有色 10.39 16.13 16.26 7.02 12.97 

建材 4.96 13.20 11.52 4.42 3.08 

化工 2.33 13.04 8.11 7.31 1.83 

新兴制造 4.95 15.29 15.02 6.38 9.22 

医药制造业 -3.84 11.64 7.76 7.19 8.16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6 16.48 12.49 

4.39 8.71 

专用设备制造业 -0.66 14.12 11.6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63 8.13 21.32 

7.31 9.5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6.64 21.10 15.3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6.90 22.07 15.6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长期来看，制造业用电传统趋弱新兴走强态势仍将延续。随着供给侧改革推进，传统高

耗能制造业产能持续去化，小旧高能耗产线逐渐退出，更加优质高效产线予以适度补位，

相关产品呈现产能、能耗双降态势。新兴制造业顺应建立制造强国大势，未来几年仍将

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制造业用电传统趋弱新兴走强态势或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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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未来制造业用电仍呈传统趋弱，新兴走强态势 

文件 具体内容 

钢 铁 工 业 调 整 升 级 规 划

（2016-2020 年） 

国内粗钢消费量在 2013 年达到 7.6 亿吨峰值基础上，预计 2020 年将下降至 6.5 亿-7 亿吨，粗钢产量 7.5 亿-8 亿

吨。粗钢产能从 2015 年的 11.3 亿吨降到 2020 年 10 亿吨以下，产能利用率由 70%提升到 80%，吨钢综合能耗由

572 千克标煤下降到 560 千克标煤以下。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 
10 种有色金属 2015 年表观消费量 5560 万吨，2020 年 6800 万吨，年均增长率 4.1% 

建 材 工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 

“十三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大于 8%，每吨水泥熟料综合能耗由 2015 年的 112 千克标煤下降到 105 千

克标煤。预计“十三五”期间主要建材产品需求年均增速为：水泥熟料-2%，平板玻璃 1%，陶瓷砖-1% 

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十三五”期间石化和化学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销售利润率小幅提高，2020 年达到 4.9%。万元 GDP 能源

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 

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 “十三五”期间，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于 10%，占工业经济的比重显著提高。 

中国通用机械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十三五”通用机械行业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5-6%，到 2020 年通用机械行业产值达到 1.3 万亿元。到 2020 年，

石化、核电、超超临界火电、油气集输、天然气液化、煤炭深加工等重点领域的设备国产化率达 90%以上。 

机械工业“十三五”发展纲要

及专项规划 

“十三五”期间，全行业努力实现平稳增长，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6.5%左右。全行业增加值率比 2015 年末

提高 2 个百分点。 

机 器 人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 

到 2020 年，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到 10 万台，六轴及以上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到 5 万台以上。服务机器

人年销售收入超过 300 亿元，在助老助残、医疗康复等领域实现小批量生产及应用。2014 年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

器人销量为 1.7 万台。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 

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2015 年为 8%左右），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 5 个产值规模 10 万亿元级的新支柱，并在更广领域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

新增长点。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到 2020 年，实现当年产销 200 万辆以上，累计产销超过 500 万辆（2017 年新能

源汽车产量 71.6 万辆，预计年均增速空间达到 40.83%）。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发改委，工信部，行业协会官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三产：四大分支助力用电高增速 

四大板块合力驱动，三产用电贡献增势迅猛。三产用电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17 年三

产用电同比提升 10.65%，超过全社会用电增速 4.08 个百分点；2018 年前四月三产用

电增速 14.60%，与后者差值扩大到 5.28%。三产增量用电贡献亦持续提升，2010 年用

电贡献占比仅 10%左右，而到 2018 年前四月已经近四分之一。三产内部交通运输、批

发零售、公共事业及管理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四大行业为用电主要增量板

块，2015-2017 年对全社会增量用电贡献分别为 3.46%/4.24%/5.65%/2.08%，合计比

重达到同期三产用电贡献的 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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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第三产业用电贡献度大幅提升（%）  图 24：四大板块提供三产用电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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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电气化铁路推升交运用电，商用、公用、信息产业电力需求全面提升。电气化铁路的快

速推进是交运用电贡献提升的最大成因。2015 年国家电气化铁路营业里程同比增加

15%至 7.5 万公里，相应电气化铁路增量用电占全社会增量用电的 8.99%，带动交通运

输业用电贡献达到 14.18%的高位。电气化铁路里程持续维持每年 6000 千米以上新增

产能，为交运用电需求提升持续提供动力。批零业迅速发展拉动商业用电占比持续提升，

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公用用电亦保持良好增势。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促使以互联网数

据中心（IDC）为代表的高耗能设施规模迅速攀升，持续推升三产用电需求。 

图 25：电气化铁路迅猛推进拉动交通运输业用电（万公里）  图 26：零售营业面积持续提升拉动商业用电需求（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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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27：教育行业持续扩张提升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用电需求（亿元，%）  图 28：高耗能 IDC 规模高速增加验证信息产业用电攀升逻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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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交通运输业与批发零售业用电维持两位数增长（%）  图 30：公共事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用电维持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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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8：相关产业增量空间为第三产业用电提升提供持续动力 

文件 具体内容 

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 万公里，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 60%和 70%左右，基

本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层次分明、安全高效的铁路网络。2017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数 12.7 万公里，电

气化里程 8.7 万公里，电气化率 68.2%。电气化里程平均每年有 6000 公里增量空间。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到 2020 年，全国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长 30%，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增长 40%、长三角地区增长 10%、汾渭平原增长 25%。 

推动铁路货运重点项目建设。加大货运铁路建设投入，加快完成蒙华、唐曹、水曹等货运铁路建设。大力提升

张唐、瓦日等铁路线煤炭运输量。 

2020 年采暖季前，沿海主要港口和唐山港、黄骅港的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到 2020 年，业务收入突破 8 万亿元，年均增长 13%以上，占信息产业比重超过 30%，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占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55%。信息安全产品收入达到 2000 亿元，年均增长 20%以上。软件出口超过 680 亿美

元。软件从业人员达到 900 万人。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 

到 2020 年，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控制在 6 张，其中，医院床位数 4.8 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数 1.2 张。2013 年三个数字分别为 4.55/3.56/0.99。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教师素质进一步提高，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信息化实现新突破，形成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

新局面，学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明显增强。其中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从 2015 年 93%提升到 2020 年 95%，学

前三年毛入学率由 75%提升至 85%，高中阶段教育由 87%提升至 90%，高等教育由 40%提升至 50%。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环保部，国家铁路局，工信部，长江证券研究所 

居民生活：收入提升与品质生活追求驱动用电提升 

居民收入提升满足品质生活要求，居民用电长期提升。居民生活用电贡献明显提升，2018

年前四月增量用电占全社会增量的 23.64%。居民用电提升主要源自收入提升及对品质

生活的向往。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叠加技术变革带来的家电

价格下行，城乡居民家电购入热情不减，保有量逐年提升。以冰箱、空调为代表的白电

及微波炉、油烟机等厨电进入千家万户，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拉动了社会用电。 

居民用电仍存长足增长空间。长期来看，居民家电等产品保有量增量空间主要来自两处：

一是现有格局下城乡居民自身购入需求，二是城乡格局改变带来的增量需求。以空调为

例，城镇家庭每百户消费量基本维持在 120 台不变，农村则是从 2011 年的 23 台提升

到 2016 年的 48 台。空调增量空间一方面来自现有格局下农村家庭保有量的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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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来自城镇化推进带来的高保有量城镇家庭占比提升。此外，对标海外发达国家，

我国人均用电水平较低，当前人均用电尚不足美国人均用电的 40%，提升空间较大。 

图 31：居民用电高增长提升社会用电需求（%）  图 32：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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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33：城镇家庭家电保有量较高（台）  图 34：农村家庭家电保有量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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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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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驱动社会用电，电煤需求仍有支撑 

三元驱动支撑全社会用电需求 

长期趋势角度，电力弹性系数法用电预测 

电力弹性系数法侧重长期趋势分析，反映了较长时间内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电

力弹性系数法预测用电需要提前对经济增速与用电弹性进行预估。 

经济增速方面：“十三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预计经济增速不低于 6.5%；2018 年 5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等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8 年中国经济前景分

析》预计，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 6.7%左右。综合考虑国内外机构预测，我国经济韧性

较好，不存在大幅下滑基础，“十三五”期间维持 6.5%-7.0%经济增速是有可能的。 

用电弹性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单耗下降与低能耗高附加值新兴制造业兴起，二产电力弹

性长期趋势下行；而随着交通运输、信息产业等耗电较高行业在三产比重上升，以及城

镇化推进背景下居民用电持续上行，第三产业与居民生活仍将保持 1 以上的用电弹性，

这也与美国历史经验相匹配。 

在此基础上，我们预计 2018-2020 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 67,830、72,147、76,116 亿千

瓦时，同比分别提升 7.54/6.36/5.50 个百分点。 

表 9：电力弹性系数法用电测算 

 

2016A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产值增速

（%） 

GDP 6.69 6.90 6.78 6.70 6.65 

第一产业 3.30 3.90 3.40 3.30 3.25 

第二产业 6.11 6.10 6.25 6.10 6.00 

第三产业 7.76 8.00 7.75 7.70 7.65 

人均 GDP 6.13 6.30 6.30 6.20 6.15 

电力弹性系

数 

总用电 0.59 0.95 1.11 0.95 0.83 

第一产业 1.02 1.91 1.20 1.00 1.00 

第二产业 0.26 0.90 1.05 0.85 0.70 

第三产业 1.43 1.34 1.50 1.40 1.30 

生活用电 1.72 1.26 1.40 1.30 1.20 

用电增速

（%） 

总用电量 3.98 6.55 7.54 6.36 5.50 

第一产业 3.37 7.47 4.08 3.30 3.25 

第二产业 1.61 5.47 6.56 5.19 4.20 

第三产业 11.09 10.71 11.63 10.78 9.95 

居民生活 10.55 7.96 8.82 8.06 7.38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59,198  63,077  67,830 72,147 76,116 

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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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角度，分行业用电量法用电预测 

与电力弹性系数预测法不同，分行业用电量法更侧重用电内部结构变动，可以通过对主

要用电行业细化分析来对未来用电进行预测。 

根据前述三元驱动逻辑及用电贡献拆解，我们通过对核心驱动行业用电预测来进行全社

会用电量预测，相关预测依据主要为各行业发展规划文件。在此基础上，我们预计

2018-2020 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 67,787、72,177、76,182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提升

7.47/6.48/5.55 个百分点。 

表 10：分行业用电量法用电测算（亿千瓦时） 

 
2013A 2014A 2015A 2016A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全社会用电量总计 53,423 55,637 56,933 59,198 63,077 67,787 72,177 76,182 

第一产业用电 1,027 1,013 1,040 1,075 1,155 1,259 1,322 1,362 

第二产业用电 39,332 41,017 41,442 42,108 44,413 47,202 49,713 51,896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7,097 7,204 7,268 7,830 8,095 8,662 9,225 9,686 

  高耗能制造二产用电 16,698 17,511 16,989 17,704 18,449 19,215 19,992 20,669 

    钢铁 5,494 5,576 5,057 4,821 4,932 5,277 5,488 5,653 

    有色 4,054 4,329 4,449 5,274 5,679 5,877 6,230 6,542 

    建材 3,148 3,324 3,102 3,184 3,295 3,427 3,547 3,654 

    化工 4,002 4,282 4,381 4,425 4,543 4,634 4,726 4,821 

  新兴制造二产用电 3,617 3,905 3,993 4,323 4,763 5,236 5,703 6,156 

    医药制造 283 302 315 339 368 402 434 465 

    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 1,152 1,223 1,191 1,276 1,408 1,548 1,688 1,823 

    交通运输、电气、电子设备制造 2,182 2,379 2,487 2,708 2,987 3,286 3,581 3,868 

  其他二产用电 11,920 12,398 13,192 12,251 13,106 14,089 14,793 15,385 

第三产业用电 6,275 6,670 7,166 7,961 8,814 9,849 10,907 11,972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1,001 1,059 1,112 1,238 1,403 1,571 1,744 1,918 

  信息传输、计算机及软件 378 422 484 557 638 721 807 896 

  批发和零售业 1,289 1,401 1,507 1,667 1,823 2,042 2,266 2,493 

  公共事业及管理 1,675 1,758 1,891 2,114 2,318 2,619 2,934 3,256 

  其他三产 1,932 2,030 2,172 2,386 2,633 2,896 3,156 3,409 

居民生活 6,789 6,936 7,285 8,054 8,695 9,477 10,235 10,952 

资料来源：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注：部分行业 2015-2017 年只有前 11 月累计数据，全年数据使用前 11 月累计同比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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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过分担忧，全社会用电仍将保持较好增势 

电力弹性系数法与分行业用电量预测法分别从趋势递延与结构转变两个维度对未来全

社会用电进行预测，二者结果较为相似，一定程度上对结果合理性有所印证。为了进行

后续分析，我们取两种方法预测均值为全社会用电需求预测值。测算结果显示，

2018-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 67,808、72,162、76,149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提升

7.50/6.42/5.53 个百分点。 

表 11：全社会用电需求测算（亿千瓦时，%） 

 

电力弹性系数法 分行业用电量法 均值 

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 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 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 

2016A 59,198 3.98 59,198 3.98 59,198 3.98 

2017A 63,077 6.55 63,077 6.55 63,077 6.55 

2018E 67,830 7.54 67,787 7.47 67,808 7.50 

2019E 72,147 6.36 72,177 6.48 72,162 6.42 

2020E 76,116 5.50 76,182 5.55 76,149 5.53 

资料来源：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火电继续维持较好增速，电煤需求仍有支撑 

火力发电仍占主导地位，燃煤占比有所下滑。受环保等因素影响，国家鼓励清洁能源，

火力发电占比有所下滑，但仍占发电主导地位，火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仍维持在

70%以上。随着火电供给侧持续推进，煤电装机受到限制，燃煤发电占火力发电比重也

有所下滑，由 2012 年的 94.59%下降到 2016 年的 91.18%。 

图 35：火力发电占比有所下滑但仍维持 70%以上  图 36：燃煤发电占比有所下滑（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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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火电优先级较低，用电需求优先清洁能源供应。从发电优先级来看，我国火力发电优先

级较低，当有用电需求时，优先风电、水电等清洁发电方式供应，剩余用电需求才由火

电满足。故在进行火电需求测算时，需要先对火电以外其他发电方式发电量进行预测。

结合各自发展规划及装机建设现状，并参阅长江证券电力与公用事业小组研究观点，我

们预计 2018-2020 年火电以外其他方式发电量合计分别为 19,915、21,766、23,217 亿

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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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非火电供给测算 

 

2012A 2013A 2014A 2015A 2016A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水电 

装机容量（万千瓦） 24,947 28,044 30,486 31,954 33,207 34,119 34,715 36,267 37,823 

新增装机（万千瓦） 1,676 3,096 2,180 1,375 1,179 1,287 596 1,552 1,556 

利用小时（小时） 3,591 3,359 3,669 3,590 3,619 3,579 3,431 3,460 3,431 

发电量（亿千瓦时） 8,556 8,921 10,601 11,127 11,748 11,945 11,810 12,280 12,711 

核电 

装机容量（万千瓦） 1,257 1,466 2,008 2,717 3,364 3,582 4,222 4,861 5,446 

新增装机（万千瓦） 221 547 612 720 218 640  639  585  

利用小时（小时） 7,855 7,874 7,787 7,403 7,060 7,108 7,150 7,052 6,908 

发电量（亿千瓦时） 983 1,115 1,332 1,714 2,132 2,483 2,790 3,203 3,560 

风电 

装机容量（万千瓦） 6,142 7,652 9,657 13,075 14,817 16,367 18,867 20,267 21,667 

新增装机（万千瓦） 1,296 1,487 2,101 3,139 2,024 1,952 2,500 1,400 1,400 

利用小时（小时） 1,929 2,025 1,900 1,724 1,745 1,948 1,998 2,047 2,047 

发电量（亿千瓦时） 1,030 1,383 1,598 1,856 2,420 3,057 3,521 4,006 4,291 

光伏 

装机容量（万千瓦） 341 1,589 2,486 4,218 7,719 13,025 16,525 19,525 22,525 

新增装机（万千瓦） 107 1,243 825 1,380 3,171 5,338 3,500 3,000 3,000 

利用小时（小时） 1,423 1,342 1,235 1,225 1,129 1,204 1,215 1,263 1,263 

发电量（亿千瓦时） 36 84 235 395 674 1,182 1,795 2,277 2,655 

非火电合计（亿千瓦时） 10,605 11,503 13,766 15,092 16,974 18,667 19,915  21,766  23,217  

资料来源：中电联，长江证券研究所 

发电耗煤仍将保持较好增速，电煤需求仍有支撑。在前述全社会用电需求测算基础上，

我们假设清洁能源发电量被足额利用，在扣除清洁能源发电量后估测火电需求，进而对

火力发电量进行预测。我们预计 2018-2020 年火电发电量分别为 49,081、51,646、

54,245 亿千瓦时，分别同比提升 7.84%/5.23%/5.03%。其中燃煤发电量分别为 44,173、

45,965、47,736 亿千瓦时，分别同比提升 7.24%/4.06%/3.85%。在考虑发电煤耗率下

降前提下，我们预测 2018-2020 年发电耗煤分别为 18.79、19.49、20.24 亿吨，同比

分别提升 6.87%/3.70%/3.85%。发电耗煤仍将保持较好增速，支撑煤炭行业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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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火电耗煤测算 

 

2012A 2013A 2014A 2015A 2016A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49,659 53,423 55,637 56,933 59,198 63,077 67,808 72,162 76,149 

非火电合计（亿千瓦时） 10,605 11,503 13,766 15,092 16,974 18,667 19,915 21,766 23,217 

火电需求（亿千瓦时） 39,054 41,920 41,871 41,841 42,224 44,410 47,893 50,396 52,932 

火电发电量（亿千瓦时） 39,255 42,216 43,030 42,307 43,273 45,513 49,081 51,646 54,245 

火电发电同比 7.54% 1.93% -1.68% 2.28% 5.18% 7.84% 5.23% 5.03% 

燃煤发电量（亿千瓦时） 37,131 39,805 40,266 38,977 39,457 41,189 44,173 45,965 47,736 

燃煤发电同比 7.20% 1.16% -3.20% 1.23% 4.39% 7.24% 4.06% 3.85% 

发电煤耗率（g/kwh） 305 302 300 297 294 292 291 290 290 

火电耗煤(万吨) 178,968 175,777 179,498 167,310 165,144 175,864 187,943 194,896 202,406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家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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