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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维持高增速。根据全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 2019 年 2 月《全国电力工业

统计月快报》，2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89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增速同比提高 5.2ppt。1-2

月份累计用电量 11,063.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增速同比降低 8.8ppt。考虑到 2 月份既是全

年自然日最少的月份，同时又有春节因素，2 月份实际仍然维持高增速的态势。但累计增速回落，

主要原因在于 1 月份的增速较低，同时今年是暖冬，居民及三产供暖用电的需求相对较弱，对用电

拉动作用相对较小。1-2 月份，全国发电量 10,98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增速同比降低 8.1

个百分点。 

 需求端：产业增速分化严重。分行业来看，一、二、三产及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总体上接近，

但细分行业增速分化严重，其中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增速较低，有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业及非

金属矿物制造业甚至负增长，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受贸易战影响，均呈现两位数的负增长，

总体上拖累第二产业的增速。分地区来看，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的省份

有 14 个。西藏用电量增速 19.2%排名第一。 

 供给端：1-2 月核电、水电发电量增速提高，火电发电量增速下降。分机组类型来看，1-2 月份，

火电累计发电量 8,42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8.1 个百分点。1-2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611.0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3.0 小时；全国发电新增设

备容量 1,189.0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1,167.0 万千瓦。总体上由于 2018 年核电新增机组

较多，发电量因此同比大增，而实际利用率有所下降，水电由于来水相对较好，同时叠加新增产

能，总体发电量有所提升。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大幅放缓；电力改革进展缓慢；来水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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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2月累计用电量增速同比提高 

2019 年 2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89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增速同比提高 5.2ppt。1-2 月份累计用电量 11,063.0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4.5%，增速同比降低 8.8ppt。 

图 1 全社会累计用电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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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亿千瓦时，左轴） 同比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 全社会当月用电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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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亿千瓦时，左轴） 同比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分行业情况：2 月四大高耗能用电增速同比上升，三产用电增速态势良好 

2 月份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为 52.1、2,941.9、93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增长 6.5%、增长 8.2%，占全社会用

电量比重分别为 1.1%、60.1%、19.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 965.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3%，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9.7%。制造业用电量 2,326.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2%，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分别为 47.6%。 

2 月份，制造业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化工、建材四大高耗能行业合计用电量同比增长 2.0%。第三产业中，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增速维持45.8%的高增长，其余行业增速大幅回落，其中，航空运输业同比增长16.5%，道路运输业同比增长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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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二产业增量前十行业 

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金
属
制
品
业

石
油
、
煤
炭
及
其
他
燃

料
加
工
业

计
算
机
、
通
信
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纺
织
业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当月用电量（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4 第二产业增速前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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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5 第三产业增量前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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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6 第三产业增速前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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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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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工业累计用电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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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亿千瓦时，左轴） 同比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8 工业当月用电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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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9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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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0 全国各省份用电量累计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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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1 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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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分地区情况：2 月份增量贡献省份仍为沿海负荷省份，中西部增速居前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的省份有 14 个。其中用电量增速前五的省份：西藏（19.2%）、湖北（16.4%）、

安徽（15.0%）、浙江（14.4%）、江西（13.7%）。从数量上看，增速前十省份中中西部占 6 个。用电量前五的省份为山东（占

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9.2%）、江苏（8.6%）、广东（6.6%）、内蒙（5.6%）、河北（5.5%）。东部地区用电量 2,146.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8.2%，占全国用电量的比重为 43.9%；西部地区用电量 1,41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占全国用电量的比重

为 29.0%；中部地区用电量 1,01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占全国用电量的比重为 20.7%；东北地区用电量 317.0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9%，占全国用电量的比重为 6.5%。 

供给侧：2月火电增速下降，水电、核电增速提升 

1-2 月份，全国发电量 10,98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增速同比降低 8.1 个百分点。 

分机组类型发电量情况：2 月火电增速下降，水电、核电增速提升 

1-2 月份，火电累计发电量 8,42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8.1 个百分点；水电累计发电量 1,352.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增速比上年同期增长 0.7 个百分点；核电累计发电量 484.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0%，增速

比上年同期增长 5.1 个百分点。 

分地区发电量情况：山东、江苏、内蒙居前 

1-2 月份，全国发电量前三位的山东（906.1 亿千瓦时）、江苏（833.7 亿千瓦时）、内蒙（813.1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14.4%、

12.7%、12.5%，其合计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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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全国规模以上装机累计发电量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2
0

1
1

/0
1

2
0

1
1

/0
4

2
0

1
1

/0
7

2
0

1
1

/1
0

2
0

1
2

/0
1

2
0

1
2

/0
4

2
0

1
2

/0
7

2
0

1
2

/1
0

2
0

1
3

/0
1

2
0

1
3

/0
4

2
0

1
3

/0
7

2
0

1
3

/1
0

2
0

1
4

/0
1

2
0

1
4

/0
4

2
0

1
4

/0
7

2
0

1
4

/1
0

2
0

1
5

/0
1

2
0

1
5

/0
4

2
0

1
5

/0
7

2
0

1
5

/1
0

2
0

1
6

/0
1

2
0

1
6

/0
4

2
0

1
6

/0
7

2
0

1
6

/1
0

2
0

1
7

/0
1

2
0

1
7

/0
4

2
0

1
7

/0
7

2
0

1
7

/1
0

2
0

1
8

/0
1

2
0

1
8

/0
4

2
0

1
8

/0
7

2
0

1
8

/1
0

2
0

1
9

/0
1

发电量（亿千瓦时，左轴） 同比增速（%，右轴） 月度环比（%，右轴）
 

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3 全国规模以上装机月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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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4 全国规模以上火电机组累计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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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5 全国规模以上火电机组月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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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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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全国规模以上水电机组累计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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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7 全国规模以上水电机组月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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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8 全国各省发电量累计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全国发电设备利用情况：火电、水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提升，核电、风电有所下降 

2019 年 1-2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611.0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3.0 小时。分机组类型来看，全国水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433.0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23.0 小时；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730.0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0

小时；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1,040.0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53.0 小时；全国并网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51.0 小

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36.0 小时。 

全国发电设备装机情况：新增装机容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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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份，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容量 18.1 亿千瓦，同比增长 5.6%，增速比上年同期降低 0.7 百分点。其

中，水电 3.1 亿千瓦，同比增长 2.4%；火电 11.4 亿千瓦，同比增长 3.2%；核电 0.5 亿千瓦，同比增长 25.1%；风电 1.9 亿

千瓦，同比增长 12.5%。 

1-2 月份，全国发电新增设备容量 1,189.0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1,167.0 万千瓦。其中，新增水电发电设备容量 27.0 万

千瓦，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41.0 万千瓦；新增火电发电设备容量 548.0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41.0 万千瓦。新增火电装机

占新增总装机的 46.1%，较上年同期增加 21.1 百分点。 

图 19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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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0 全国发电设备火电平均利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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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1 全国发电设备水电平均利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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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2 累计供电煤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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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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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煤价格处于相对高位，煤电企业经营形势仍然较为严峻 

3月 21日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5500大卡现货成交价达到 627元/吨，环比下降 1.3%，总体价格基本与 2018

年同期持平。自二月份以来煤价的跳涨对下游发电企业利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来说，煤炭价格中枢相比 2018

年有所回落。 

图 23 秦皇岛动力煤 Q5500K 平仓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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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4 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 沿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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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风险因素 

宏观经济大幅放缓；电力改革进展缓慢；来水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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