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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4 月用电量增速 5.8%，火电发电量增速由正转负 

 

用电量 1-4 月同比增长 5.6%，4 月份同比增速 5.8% 

1-4 月全社会用电量 22329 亿千瓦时，同比增 5.6%。4 月全社会用电量 55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速 5.8%（2、3 月分别为 7.2%、7.5%），增速下滑的主要原
因是工业用电量增速下降。1-4 月，第一产业用电量 217 亿千瓦时，同比增
6.1%；第二产业用电量 14792 亿千瓦时，同比增 3.2%；第三产业用电量 3728
亿千瓦时，同比增 10.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3591 亿千瓦时，同比增 10.9%。
1-4 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 145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其中，2、3、
4 月份分别同比增长 6.7%、6.1%、3.8%。4 月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城
乡居民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4.0%、10.5%、10.5%，用电量继续保持可观增长。 

发电量 1-4 月同比增长 4.1%，4 月增速 3.8%，火电增速由正转负 

1-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 22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其中，
火电同比增 1.4%，水电同比增 13.7%，核电同比增 26.8%，风电同比增 6.2%。
4 月份，单月发电量 5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增速较上月回落 1.6
个百分点；日均发电 181.3 亿千瓦时，比 3 月份减少 2.5 亿千瓦时。 

分发电类型看，4 月份，水电、核电、太阳能发电保持较高增速，风电小幅
增长，火电增速由正转负。3、4 月份，水电持续发力，同比增长分别为 22.0%、
18.2%；核电继续保持较高增速，3、4 月分别增长 31.7%、28.8%；4 月，火
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0.2%，上月增速为 1.0%。 

我们认为，部分省份的能源“双控”政策是造成火电发电量下滑的重要原因，
同时，水电来水较好、核电新机组投产较多、新能源消纳改善也在一定程度
上积压了火电的空间。1-4 月份，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部
发电量的 25.4%，比去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电力生产呈现清洁化趋势。 

1-4 月新增装机同比减少 679 万千瓦，火电、核电新增装机同比增加 

截至 4 月底，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容量 18.2 亿千瓦，同比增
长 6.0%。其中水电同比增长 2.4%；火电同比增长 3.7%；核电同比增长 24.3%；
风电同比增长 12.1%；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 24.1%。 

1-4 月，全国新增装机容量 2336 万千瓦，同比减少 679 万千瓦；其中，水
电 74 万千瓦，同比减少 61 万千瓦；火电 1037 万千瓦，同比增加 161 万千
瓦；风电 550 万千瓦，同比减少 47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 550 万千瓦，同比
减少 744 万千瓦；核电 125 万千瓦，同比增加 12 万千瓦。 

1-4 月整体利用小时同比基本持平，水电利用小时提升显著 

1-4 月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为 1217 小时，同比减少 4 小时。水电 959 小
时，同比增加 114 小时；火电 1413 小时，同比减少 13 小时；核电 2258 小
时，同比减少 29 小时；并网风电 767 小时，同比减少 46 小时。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煤价高涨，用电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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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 1-4 月全国电力工业总体情况 

近日，中电联发布了 2019 年 1-4 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月报。月报显示： 

（1）1-4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23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6%。4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55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8%。 

（2）1-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 22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4 月份，单月

发电量 5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1%，连续两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比上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3%，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但仍连

续 4 个月位于 54.0%以上的较高扩张区间，表明非制造业总体保持平稳向好的增长态势。4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3.4%，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总体保持扩张，但步伐有所放缓。 

1-4 月份，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 6.2%。其中，采矿业增长 2.4%，制造业增长 6.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7%。4 月份，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 5.4%；

其中，采矿业增长 2.9%，制造业增长 5.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9.5%。 

（备注：1、发电量指标数据（除风电外）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

风电发电量及其他发电生产经济指标数据均为中电联统计的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统计口
径，全社会用电量指标是全口径数据；2、2011 年起，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

径进行调整，年主营业务收入由 500 万元提高到 2000 万元；3、从 2018 年 5 月份开始，

三次产业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的通知》调整。下同。） 

2. 2019 年 1-4 月全社会用电量情况 

2.1. 分产业用电量情况 

1-4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23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6%。4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55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8%。 

1-4 月份，第一产业用电量 2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第二产业用电量 14792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3.2%；第三产业用电量 37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 35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1-4 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 14519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3.0%。其中，4 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 378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 

4 月单月，分产业用电量情况如下： 

（1）第一产业用电量 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环比增加 15.2%，占比 1.0%； 

（2）第二产业用电量 38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0%，环比减少 0.8%，占比 69.6%；  

（3）第三产业用电量 86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5%，环比减少 0.6%，占比 15.6%； 

（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76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5%，环比减少 18.1%，占比 13.8%。 

表 1：中电联公布的用电量同比增速与基于历史数据计算结果的对比 

 1-4 月用电量增速 4 月用电量增速 

公布数据 5.57% 5.84% 

计算数据 5.85% 6.07% 

注：全社会用电量指标是全口径统计，上述两组数据一致性较高。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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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5 年-2019 年每年 4 月分产业用电量和总用电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各省市用电量情况 

4 月份，用电量前 5 的省市分别为：广东（530 亿千瓦时）、山东（494 亿千瓦时）、江苏

（476 亿千瓦时）、浙江（375 亿千瓦时）、河北（302 亿千瓦时）。 

分省份看，1-4 月份，除青海外，全国各省份全社会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全社会
用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的省份有 15 个，依次为：西藏（18.3%）、内蒙古（11.7%）、

广西（11.7%）、湖北（10.9%）、安徽（10.6%）、海南（10.2%）、新疆（10.1%）、江西（9.0%）、

湖南（8.9%）、四川（8.8%）、贵州（7.5%）、山西（7.1%）、河北（7.0%）、宁夏（6.7%）和浙

江（5.6%）。 

图 2：2019年 4月各省市用电量和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3. 2019 年 1-4 月全国发电量情况 

1-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 22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其中，水电 298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火电 165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核电 104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6.8%，风电发电量 1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 6.2%。 

发电量数据（除风电外）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风电发电量为中

电联统计的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统计口径；全社会用电量指标是全口径数据。我们认为

统计口径的差异可能是用电量增速和发电量增速有一定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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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单月发电量 5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增速较上月回落 1.6 个百分点；日均

发电 181.3 亿千瓦时，比 3 月份减少 2.5 亿千瓦时。 

分发电类型看，4 月份，水电、核电、太阳能发电保持较高增速，风电小幅增长，火电增

速由正转负。3、4 月份，得益于南方部分地区来水较好，水电持续发力，同比增长分别为

22.0%、18.2%；核电因新机组陆续投入运行，继续保持较高增速，3、4 月分别增长 31.7%、
28.8%；太阳能发电增长 13.4%；风电受气象条件限制，小幅增长 1.0%；火电发电量同比下

降 0.2%，上月增速为 1.0%。 

我们认为，沿海省份的能源“双控”政策是造成火电发电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同时，水电

来水较好、核电新机组投产较多、新能源消纳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积压了火电的空间。1-4

月份，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 25.4%，比去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

分点，电力生产清洁化趋势明显。 

表 2：中电联公布的发电量同比增速与基于历史数据计算结果的对比 

 
1-4 月发电量

增速 

1-4 月火电增

速 

1-4 月水电增

速 

1-4 月核电增

速 

1-4 月风电增

速 

公布数据 4.1% 1.4% 13.7% 26.8% 6.2% 

计算数据 6.3% 3.8% 13.4% 26.8% 6.6% 

注：两组数据的差异我们推测是统计口径变动或者对历史数据进行修正的原因。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3.1. 分电源发电情况 

（1）1-4 月份，火电发电量 165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1-4 月累计发电量占比 74.6%； 

（2）1-4 月份，水电发电量 298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1-4 月累计发电量占比 13.5%； 

（3）1-4 月份，核电发电量 104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8%；1-4 月累计发电量占比 4.7%； 

（4）1-4 月份，风电发电量 1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1-4 月累计发电量占比 6.5%。 

图 3：2000年~2019 年火电发电量月度数据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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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00年~2019 年水电发电量月度数据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历年月度发电量环比数据 

2019 年 4 月发电量环比增速为-4.52%，与 2007-2018 年每年 4 月平均环比增速持平。 

表 3：历年月度发电量环比数据（2008-2019 年） 

年份  1-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2007 -5.23% 10.36% 0.10% 3.81% 5.72% 7.37% 2.54% -7.68% -1.17% 0.98% 

2008 -7.64% 13.89% -2.88% 4.25% 0.02% 8.89% -1.09% -8.48% -8.55% -3.96% 

2009 -3.89% 16.06% -4.26% 4.65% 5.83% 11.34% 2.94% -7.72% -1.78% 3.62% 

2010 -5.85% 10.67% -1.59% 2.66% 1.82% 8.94% 3.36% -10.30% -4.92% 3.74% 

2011 -1.94% 13.10% -4.34% 3.05% 5.11% 7.14% 0.21% -9.38% -5.70% 1.99% 

2012 -4.93% 16.41% -9.52% 4.84% 0.92% 10.60% 0.50% -10.65% -0.25% 2.89% 

2013 -5.58% 10.77% -4.77% 2.75% 3.63% 12.73% 4.01% -13.58% -0.11% 2.01% 

2014 -7.08% 10.96% -6.13% 3.90% 3.74% 10.19% -1.76% -8.41% -2.10% 0.92% 

2015 -4.61% 5.38% -1.34% 2.51% 4.01% 7.26% 1.29% -11.79% -2.07% 4.64% 

2016 -8.20% 11.69% -7.00% 4.31% 5.87% 12.19% 2.02% -12.54% -0.75% 3.25% 

2017 -7.48% 10.98% -9.17% 3.16% 5.17% 16.24% -1.68% -12.21% -3.48% 3.14% 

2018 0.60% 1.07% -3.32% 6.57% 1.97% 15.31% 0.07% -14.39% -2.79% 3.99% 

2019 -0.94% 3.77% -4.52%        

2007~2018年

均值  
-5.15% 10.95% -4.52% 3.87% 3.65% 10.68% 1.03% -10.59% -2.81% 2.27% 

差值  4.74% -7.18% 0        

注：1-2 月的环比数据计算方法为，取 1-2 月的发电总量平均值，环比上一年 1 1 月的发电量数值（由于 1 2 月的电量数据涉及到全年电量调整，故取 11 月数据）。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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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机容量 

截至 4 月底，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容量 18.2 亿千瓦，同比增长 6.0%，比上

月增加 721 万千瓦。水电 3.1 亿千瓦，同比增长 2.4%，其中，常规水电 2.8 亿千瓦，同比

增长 2.4%；火电 11.5 亿千瓦，同比增长 3.7%，其中，燃煤发电 10.1 亿千瓦，同比增长 2.8%，
燃气发电 8623 万千瓦，同比增长 12.5%；核电 4591 万千瓦，同比增长 24.3%；风电 1.9 亿

千瓦，同比增长 12.1%；太阳能发电 1.3 亿千瓦，同比增长 24.1%。 

截至 4 月底，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发电装机容量前五的省份为山东（12585 万千瓦）、内

蒙古（12476 万千瓦）、江苏（12169 万千瓦）、广东（11438 万千瓦）、四川（9372 万千

瓦）。 

1-4 月，全国新增装机容量 2336 万千瓦，同比减少 679 万千瓦；其中，水电 74 万千瓦，

同比减少 61 万千瓦；火电 1037 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 617 万千瓦，燃气发电 312 万千瓦），

同比增加 161 万千瓦；风电 550 万千瓦，同比减少 47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 550 万千瓦，

同比减少 744 万千瓦；核电 125 万千瓦，同比增加 12 万千瓦。 

1-4 月整体来看，新增装机同比明显降低。火电、核电新增装机同比增加；水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装机减少，其中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显著下滑。 

图 5：我国分地区 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装机容量（截止到 2019年 4 月)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5. 利用小时 

1-4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1217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4 小时。其中，

水电 959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14 小时；火电 1413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3 小时，其

中，燃煤发电 1461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6 小时，燃气发电 784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97 小时；核电 2258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29 小时；并网风电 767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

低 46 小时；太阳能发电 405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5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依次为内蒙古、甘肃、河北、安徽、湖北、陕西、江西、新疆、海南、

宁夏、江苏、山东、贵州、山西、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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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月各省市火电利用小时数据（2019年与 2018 年对比）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6. 其他 

6.1. 供电煤耗和厂用电 

1-4 月份，全国供电煤耗率为 301.7 克/千瓦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2.0 克/千瓦时。全国发电

厂累计厂用电率 4.7%，其中水电 0.3%、火电 5.7%。 

6.2. 全国跨区、跨省送电及进出口电量情况 

1-4 月份，全国跨区送电 141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其中 4 月份送出 35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1.4%；各省送出电量合计 40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9%，其中 4 月份送出 10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0%。 

1-4 月份，进出口电量合计 7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7%。其中进口电量 9 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 32.2%；出口电量 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 

6.3. 电力销售及负荷情况 

1-4 月份，全国主要电网售电量 185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0%。全国主要电网线路损失

率 3.7%，比上年同期回落 0.9 个百分点。 

1-4 月份，全国主要电网统调最高发电电力合计 95927 万千瓦，同比增长 5.8%；最高发受

电电力合计 95919 万千瓦，同比增长 5.9%。4 月份，全国主要电网统调最高发电电力合计

80027 万千瓦，同比增长 6.3%；最高发受电电力合计 79951 万千瓦，同比增长 6.4%。 

6.4. 电力投资和建设情况 

1-4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610 亿元，其中水电 249 亿元、火电 110

亿元、核电 97 亿元、风电 133 亿元、太阳能发电 21 亿元。全国电源新增生产能力（正式

投产）2336 万千瓦，水电 74 万千瓦，火电 1037 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 617 万千瓦，

燃气发电 312 万千瓦，核电 125 万千瓦，风电 550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 550 万千瓦。 

1-4 月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803 亿元（同比减少 19.1 亿元），电网建设新增 220 千伏及
以上变电容量 7621 万千伏安（同比增加 359 万千伏安）、线路长度 7967 千米（同比减少

1232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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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用电情况 

1-4 月份，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用电量 303.9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28%；4 月份，煤炭开采

与洗选业用电量 74.71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82%。 

图 7：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用电量（更新至 2019年 4月） 

 
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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