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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18 年用电量增速 8.5%，预计 19 年用电量增速中枢 5.5%左右 
 

18 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8.5%，工业用电量增速低于整体但 12 月有反弹迹象 

2018 年全社会用电量 684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其中第一产业 7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第二产业 4723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第
三产业 108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968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0.4%。工业用电量 464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1%。 

8-11 月用电量单月增速分别为 8.8%、8.0%、6.7%、6.3%，12 月单月用电量增
速回升至 8.8%，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景气度反弹、气温同比偏低。 

2019 年宏观经济走势偏弱概率较大；2018 年用电量高基数的情况下，经济
因素、电能替代的拉动作用将减弱；气候气温的影响难以持续。我们预计
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中枢为 5.5%左右。 

18 年发电量同比增长 8.4%，火电、水电份额下降，新能源占比提升 

2018 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699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4%。分电源类型来
看：水电发电量 123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2%，占全国发电量的 17.6%，
比上年回落 1.0 个百分点；火电发电量 492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3%，占
全国发电量的 70.4%，比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燃气发电量 223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0.3%，明显高于燃煤发电增速；核电、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发
电量分别为 2944、3660 和 1775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18.6%、20.2%和
50.8%，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同比提高 0.3、0.5 和 0.7 个百分点。 

18 年新增装机：水电、火电、太阳能发电同比回落，核电、风电增量可观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19.0 亿千瓦，同比增长 6.5%。其中：火
电 11.4 亿千瓦（含煤电 10.1 亿千瓦、气电 8330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
的 60.2%；水电 3.5 亿千瓦（含抽水蓄能 2999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18.5%；并网风电 1.8 亿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9.7%；并网太阳能发电 1.7
亿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9.2%；核电 4466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2.4%。 

2018 年，全国新增发电设备容量 12439 万千瓦，同比减少 4.6%。其中：水
电 854 万千瓦，同比减少 33.7%；火电 4119 万千瓦，同比减少 7.5%；核电
884 万千瓦，同比增加 306%；并网风电 2100 万千瓦，同比增加 20%；并网
太阳能发电 4473 万千瓦，同比减少 16.25。 

供需关系向好、利用小时全面提高，火电、风电改善显著 

2018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862 小时，
同比增加 73 小时。其中：水电 3613 小时，同比增加 16 小时；火电 4361
小时，同比增加 143 小时；核电 7184 小时，同比增加 95 小时；风电 2095
小时，同比增加 146 小时；太阳能发电 1212 小时，同比增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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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全国电力工业总体情况 

近日，中电联发布了 2018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快报，快报显示： 

（1）全社会用电量 684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 

（2）全口径发电量 699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4%，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 

（3）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19.0 亿千瓦，同比增长 6.5%； 

（4）全年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862 小时，同比增加 73 小时；其中，全年火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4361 小时，同比增加 143 小时；风电 2095 小时，同比增加 146 小时。 

2018 年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0.9%，表明全年制造业总体保持增长。但是受国际贸易摩擦加
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稳中有变，5 月份以来整体
呈连续回落态势，景气度有所减弱，10-12 月的单月指数分别为 50.2%、50.0%、49.4%。 

2018 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为 54.4%，全年总体保持在较高景气水平。12 月份，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8%，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近期非制造业扩张有所加快。 

2018 年，综合 PMI 产出指数均值为 53.7%，表明全年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平稳
增长。对比制造业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非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呈相对增强态势。 

（注：1、发电量、全社会用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指标数据为全口径数据；2、风电、太阳
能发电的发电量、装机容量均为并网口径。下同。） 

2. 2018 年全社会用电量情况和 2019 年用电增速预测 

2.1. 分产业用电量情况 

2018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84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
为 2012 年以来最高年度增速，用电增速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总体平稳、电能替代加速、
年初年尾寒冷及夏季高温天气影响等。 

8 月份开始，单月用电量增速呈逐渐下滑态势，8-11 月的单月增速分别为 8.8%、8.0%、6.7%、
6.3%；我们认为用电量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中美贸易战导致
出口加工企业景气度下行效应逐渐体现，用电需求增长乏力。 

12 月单月用电量增速环比回升 2.5 个百分点至 8.8%，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1）工业生产景气度反弹。12 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回升至 7.8%（9-11 月分别为 6.8%、
6.1%、5.8%），贡献了 12 月份用电量的主要增量。（2）气温同比偏低。根据国家气象局数
据，12 月全国平均气温-3.2℃，较去年同期偏低 1℃；12 月全国出现 2 次大范围低温雨雪
天气过程，降温幅度大、雨雪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多地最低气温突破历史记录。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规模较小，增速可观但对整体用电增量贡献不大；第三产业
和居民生活用电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水平，有效拉动了用电增长；第二产业用电增速低于整
体增速，但仍保持较快增长，增速比去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且为 2012 年以来最高水平。 

（1）第一产业用电量 7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 

（2）第二产业 4723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其中工业用电量 46456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7.1%。制造业用电量增速 7.2%。31 个制造业行业中，用电量负增长行业仅有两个：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4.3%）、仪器仪表制造业（-6%）。 

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合计同比增速 6.1%，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建材、有色金属冶炼、化
工分别为 9.85%、5.82%、5.70%、2.58%。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类行业增速较高，其中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增速分别为 13.6%、11.9%、12.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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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消费品相关行业平稳增长，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及服饰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用电增速分别为 9.9%、8.2%、7%、7%；同时烟草制品业、造纸
和纸制品业、纺织业用电增速较低，分别为 1.7%、2.9%、3.9%。 

（3）第三产业 108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城乡居民生活 9685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0.4%。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密切联系的第三产业用电量持续高位运行，其中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 2018 年用
电增速分别达到 23.5%、17.1%、12.8%、11.7%，充换电服务业增速达到 70.8%。 

图 1：2004年-2018年分产业用电量和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各省市用电量情况 

2018 年，用电量前 5 的省市分别为：广东（6323 亿千瓦时）、江苏（6128 亿千瓦时）、山
东（5917 亿千瓦时）、浙江（4533 亿千瓦时）、河北（3666 亿千瓦时）。 

2018 年，所有省份用电均实现正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用电量增速相对较高。用电量同比
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5%）的省份依次为：西藏（18.6%）广西（17.8%）、、内蒙古（15.5%）、
重庆（11.8%）、四川（11.5%）、安徽（11.1%）、湖北（10.8%）、甘肃（10.7%）、江西（10.4%）、
湖南（10.4%）、福建（9.5%）、云南（9.2%）、山东（9.0%）、宁夏（8.8%）、山西（8.5%）。 

2018 年，用电量增速低于 5%的省份仅有上海（2.6%）、黑龙江（4.9%）。 

从 2018 年各省市用电增速相对 2017 年增速的变化来看，广西、山东、四川、湖北、湖南、
重庆、内蒙古增速提升较大，分别提高了 11.8、8.2、6.6、4.8、4.6、4.5、4.5 个百分点；
新疆、贵州、陕西、山西增速明显下降，分别降低了 4.7、4.5、2.9、2.2 个百分点。 

图 2：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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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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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8 年与 2017 年各省市用电量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2019 年用电量增速中枢预测：5.5% 

2019 年，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国内经济增长水平均有不确定性，可能会对用电需求产生
复杂的影响。国内经济虽下行压力较大，但整体运行平稳、结构不断优化；供给侧改革持
续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等措施提高了企业用电积
极性；电能替代进一步扩大，用能观念加速转变，成为用电增长的重要推力。同时我们也
看到，经济稳中有变的同时，外部环境严峻，中美贸易摩擦尚有较大变数；高耗能行业受
市场行情影响大，且在环保高压督查的背景下面临一定的整顿、关停风险；2018 年用电基
数高，若新增项目有限，2019 年大工业用电增长面临压力。 

从用电量增加值的结构来看，2018 年用电量快速增长主要是经济同比平稳增长、电能替代
力度加大以及气候气温三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据国网能源研究院测算：2018 年上半年，
经济因素拉动用电增长约 4.4 个百分点，电能替代因素拉动用电增长约 2.8 个百分点，气
候气温因素拉动用电增长约 2.2 个百分点。我们估计经济因素、电能替代因素、气候气温
因素对 2018 年用电量增速的拉动作用分别为 4、2.7、1.8 个百分点。 

2018 年 8 月起，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美贸易战导致出口加工企业景气度下行效应逐渐
体现的影响，单月用电量增速呈逐渐下滑态势。12 月单月用电量增速环比回升 2.5 个百分
点至 8.8%，其中 12 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回升至 7.8%（9-11 月分别为 6.8%、6.1%、5.8%），
贡献了 12 月份用电量的主要增量，工业生产景气度出现反弹迹象。 

2019 年宏观经济走势偏弱概率较大；2018 年用电量高基数的情况下，经济因素、电能替
代的拉动作用将减弱；气候气温的影响难以持续。我们预计 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较
2018 年将有所回落，增速中枢为 5.5%左右。 

图 4：2018 年用电量累计增速和单月增速  图 5：2018H1 用电量同比增量分解（单位：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网能源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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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 年全国发电量情况 

3.1. 分电源发电量情况 

2018 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699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4%。分电源类型来看，火电、
水电份额下降，新能源占比提升： 

（1）水电发电量 123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2%，占全国发电量的 17.6%，比上年回落
1.0 个百分点； 

（2）火电发电量 492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3%，占全国发电量的 70.4%，比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燃气发电量 22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明显高于燃煤发电增速； 

（3）核电、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发电量分别为 2944、3660 和 1775 亿千瓦时，同比分
别增长 18.6%、20.2%和 50.8%，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同比提高 0.3、0.5 和 0.7 个百分点。 

图 6：2018 年分电源发电量（亿千瓦时）和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各省市发电量情况 

2018 年发电量前 5 的省市分别为：山东（5218 亿千瓦时）、江苏（5031 亿千瓦时）、内蒙
古（5005 亿千瓦时）、广东（4573 亿千瓦时）、四川（3761 亿千瓦时）。 

2018 年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4%）的省份依次为：青海（30.8%）、广西（20.2%）、
甘肃（19.1%）、西藏（15.4%）、宁夏（15.0%）、北京（14.0%）内蒙古（13.1%）、福建（12.6%）、
天津（12.4%）、山西（11.6%）、吉林（11.3%）、安徽（10.4%）、河南（10%）、云南（10%）、
重庆（9.8%）、江西（9.8%）。 

图 7：2018 年各省市分电源发电量（亿千瓦时）和总发电量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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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19.0 亿千瓦，同比增长 6.5%。其中： 

（1） 火电 11.4 亿千瓦（含煤电 10.1 亿千瓦、气电 8330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60.2%；  

（2）水电 3.5 亿千瓦（含抽水蓄能 2999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18.5%； 

（3）并网风电 1.8 亿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9.7%； 

（4）并网太阳能发电 1.7 亿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9.2%。 

（5）核电 4466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 2.4%。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前五的省份为山东（13107 万千瓦）、江苏（12657 万
千瓦）、内蒙古（12284 万千瓦）、广东（11812 万千瓦）、四川（9833 万千瓦）。 

2018 年，全国新增发电设备容量 12439 万千瓦，同比减少 4.6%。就新增装机来看，水电、
火电、太阳能发电同比回落，核电、风电增量可观。其中： 

（1）水电 854 万千瓦，同比减少 33.7%； 

（2）火电 4119 万千瓦，同比减少 7.5%； 

（3）核电 884 万千瓦，同比增加 306%； 

（4）并网风电 2100 万千瓦，同比增加 20%； 

（5）并网太阳能发电 4473 万千瓦，同比减少 16.25。 

图 8：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分地区发电装机容量（万千瓦）和总装机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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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18 年我国各地区分电源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万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8 年，全国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2721 亿元，同比下降 6.2%。其中： 

（1）水电完成投资 674 亿元，同比增加 8.4%； 

（2）火电完成投资 777 亿元，同比减少 9.4%； 

（3）核电完成投资 437 亿元，同比减少 3.8%； 

（4）风电完成投资 642 亿元，同比减少 5.7%。 

5. 利用小时 

2018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862 小时，同比增加 73

小时。总体来看，供需关系向好、利用小时全面提高，火电、风电改善显著。其中： 

（1）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3613 小时，同比增加 16 小时； 

（2）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4361 小时，同比增加 143 小时； 

（3）核电 7184 小时，同比增加 95 小时； 

（4）风电 2095 小时，同比增加 146 小时； 

（5）太阳能发电 1212 小时，同比增加 7 小时。 

图 10：各省市水电利用小时（小时）及同比增量（小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江
  
苏

 
河

  
南

 
广

  
东

 
浙

  
江

 
河

  
北

 
山

  
西

 
山

  
东

 
安

  
徽

 
陕

  
西

 
内
蒙
古

 
江

  
西

 
云

  
南

 
新

  
疆

 
宁

  
夏

 
湖

  
北

 
青

  
海

 
天

  
津

 
湖

  
南

 
四

  
川

 
辽

  
宁

 
黑
龙
江

 
福

  
建

 
吉

  
林

 
甘

  
肃

 
上

  
海

 
重

  
庆

 
北

  
京

 
海

  
南

 
广

  
西

 
贵

  
州

 
西

  
藏

 

水电 火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2000

-10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云
  
南

 

四
  
川

 

湖
  
北

 

广
  
西

 

新
  
疆

 

西
  
藏

 

河
  
南

 

重
  
庆

 

贵
  
州

 

陕
  
西

 

湖
  
南

 

福
  
建

 

黑
龙
江

 

吉
  
林

 

海
  
南

 

内
蒙
古

 

山
  
西

 

江
  
西

 

安
  
徽

 

浙
  
江

 

辽
  
宁

 

广
  
东

 

江
  
苏

 

北
  
京

 

河
  
北

 

山
  
东

 

利用小时 利用小时增量 



 
 

行业报告 | 行业点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9 

 

图 11：各省市火电利用小时（小时）及同比增量（小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2：各省市核电利用小时（小时）及同比增量（小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3：各省市风电利用小时（小时）及同比增量（小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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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各省市太阳能发电利用小时（小时）及同比增量（小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6. 其他 

6.1. 供电煤耗和线损 

2018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供电标准煤耗 308 克/千瓦时，同比降低 2 克/千瓦时；
全国电网输电线路损失率 6.2%，比上年降低 0.3 个百分点。 

6.2. 电网建设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电网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公用变电设备容量分别为
73.3 万千米和 40.2 亿千伏安，分别同比增长 7.0%和 6.2%。 

2018 年，全国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和变电设备容量分别为 4.1 万千米和 2.2

亿千伏安，分别比上年少投产 378 千米和 2149 万千伏安。 

2018 年，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5373 亿元，同比增长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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