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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紧平衡成 22年 Q3主基调，用电阶段性高增催生火电需求 

——公用事业行业周报（20220725） 

     
   

 

 

 

 

 

 

 

 

 

 

 

 

 

 

 

 

 

 

 

 

 

 

 

 

 

 

 

 

 

 

 

 

 

 

 

 

 

 

 

 

 

 

 

 

 

 

 

 

 

公用事业 

 

 

 

 

 

 

 

 

 

 

 

 

 

 

 

 

 

 

 

 

 

 

 

 

 

 

 

 

 

 

 

 

 

 

 

 

 

 

 

 

 

 

 

 

 

 

 

 

 

 

 

本周 SW公用事业一级板块上涨 0.07%，在 31个 SW一级板块中排名第
25；沪深 300下跌 0.24%，上证综指上涨 1.30%，深圳成指下跌 0.14%，创
业板指下跌 0.84%。细分子板块中，火电下跌 1.02%，水电下跌 0.96%，光
伏发电上涨 3.55%，风力发电上涨 0.49%，电能综合服务下跌 1.12%，燃气
上涨 4.14%。 

本周公用事业涨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佛燃能源（+ 25.77%)、穗恒运 A（+ 
15.08%)、赣能股份（+ 14.50%)、*ST科林（+ 13.96%)、韶能股份（+11.68%）；
周跌幅前五的分别为惠天热电（-12.29%)、文山电力（-8.71%)、新天绿能
（-6.28%)、国电电力（-5.81%)、内蒙华电（-5.60%)。   

投资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 6月份发电量、用电量数据。用电端：用电需求 6
月环比回升；6月火电、核电发电量同比降低，可再生能源增长显著。我们认
为 22年 Q3电力供需紧平衡为主要基调，火电板块有望演绎量、利双增逻辑。 

用电端：用电需求 6月环比回升。1~6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2.9%；6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74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14.7%。

发电端：6月火电、核电发电量同比降低，可再生能源增长显著。6月份全国统

计口径发电机组发电量达到 7090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5%。其中：火力发电

量为 455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6.0%，降幅比上月收窄 4.9pct；水力发电量为

148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9.0%；核能发电量为 32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9.0%；

风力发电量为 5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7%；光伏发电量为 20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9.9%。 

下半年将迎夏季用电高峰，用电量增速可能出现阶段性超预期。一方面，疫情得

到有效管控，复工复产稳步推进；且伴随国家各项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的显现，

第二、三产业用电需求有望大幅攀升。另一方面，据国家气象部门消息，今年夏

季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偏高，华东、华中、新疆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我们认为火电作为基荷电源将打破紧平衡状态，有效缓解用电紧张；同时叠加长

协煤政策逐渐落地，成本端下降提升火电有效供电能力。我们认为下半年用电增

速将突破 7%；Q3为用电高峰且今夏气温偏高，各地用电负荷屡创新高，Q3用

电量同比增速有望突破 8%。 

22 年 Q3 总体电量平衡，火电利用小时数有望进一步攀升。我们对用电量在同

比增长 5%-10%场景下，对应火电利用小时数进行敏感性测算；假设 1）水电、

核电、风电、光伏和其他发电类型上网电量在不同用电量场景下保持不变；2）

火电厂用电率维持 22 年 1-6 月水平 5.7%。通过敏感性测算，在用电量同比增

速 9%-10%条件下，火电利用小时数分别为 1166和 1184小时，同比增长 1.11%

和 2.71%。基于 Q3为全年用电高峰且 Q3用电量同比增速有望突破 8%；我们

认为 2022 Q3火电作为基荷电源将扩大利用小时数进而实现电量平衡。 

纵观历史演绎，预计 Q3将再现阶段性电力紧平衡。我国历次电力紧平衡均出现

在最大负荷/可控装机值较高的年份，尤其是 2011 年（最大负荷/可控装机为

64.1%）和 2021 年（最大负荷/可控装机为 68.4%）。今年前半年最大负荷/可

控装机已经达到 62.7%，同比高于 21年上半年 0.7pct。叠加两大因素：1）Q3

为用电高峰且今夏气温偏高，各地用电负荷屡创新高，Q3 用电量同比增速有望

突破 8%；2）疫情影响减弱，复工复产节奏明确。我们认为 Q3 最大负荷/可控

装机指标将延续上半年强势水平，电力供需进入紧平衡区间。 

建议关注传统电力运营商：华能国际、华电国际、长江电力、桂冠电力、申能股

份、国电电力；新能源运营商：粤电力 A、中国核电、节能风电、龙源电力（H）。 

风险分析：权益市场系统性风险；上网电价超预期下行，煤价超预期上涨，
用电需求下滑，水电来水不及预期，行业改革进度低于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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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沪深 300指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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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专题：电力供需紧平衡为 Q3主基调 

1.1、 概念介绍 

传统的发电行业经济性指标多考虑一定时间尺度内（如月、季度、年）的发电情

况与用电情况的匹配，但是在实际上电力系统平衡指标不仅于此，在此，我们引

入电力平衡、电量平衡的概念。 

电力电量平衡。研究整个电力系统中各个电站如何配合运转、供电条件在年、月、

日中的变化情况以及各发电厂机组进行年计划检修的时间安排和负担全系统负荷

备用、事故备用等情况的工作统称为电力电量平衡。 

电量平衡。主要指在年、月、日等某一统计时间内，某一区域范围内，各机组发

电量、区外送电量与全社会用电量的匹配。电量平衡定义为一段时间内的平衡。 

电力平衡。主要是指在某一时点，某一区域内，所有电源出力（包括发电机组出

力、送受电潮流）与用电负荷的匹配。电力平衡定义为某一时刻的平衡。 

负荷率。指在统计期间内（日、月、年）内的平均负荷与最大负荷之比。 

可控装机指按照一定的系数对火电、核电、水电、新能源发电的装机进行加总。 

一般情况下，电量增速是较为受到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但对于电力系统，负荷

增长指标作为最重要的瞬时指标，是开展电力系统规划、建设、运行的主要因素，

为了保证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对最大负荷的关注度往往超过电量因素。 

 

1.2、 Q3前瞻：电量平衡，电力紧平衡 

用电需求 6月环比回升。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4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

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1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5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2.4%；第二产业用电量 49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8%；第三产业用电量

1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46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7.7%。分行业来看，6月份一、二、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比分别

为 1.41%、66.42%、18.13%、14.04%。其中，第一产业占比保持稳定；第二产

业占比环比缩窄 4.37pct；第三产业与城市居民生活用电量占比持续扩大，环比

增幅分别为 2.99pct、1.88pct。 

图 1：2022年 1~6月用电量情况（亿千瓦时）  图 2：2022年 1~6月用电量分产业拆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光大证券研究所 

2022年用电量同比增速有望达 5~6%，22年 Q3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据中电联

《2021-2022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预计 2022年全年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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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同比增长 5%~6%（中枢增速 5.5%）。从上半年情况来看，1~6月全社会

用电量累计 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基于上半年增速情况，下半年用

电量增速达 7%左右进而达到全年中枢增速 5.5%。今年 Q3来看：一方面，疫情

得到有效管控，复工复产稳步推进；且伴随国家各项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的显现，

第二、三产业用电需求有望大幅攀升。另一方面，据国家气象部门消息，今年夏

季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偏高，华东、华中、新疆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我们认为 Q3用电量同比增速有望突破 8%。 

2022年全年及 2022年 7-9月发电量、上网电量测算。假设：1）2022全年及 2022

年 7-9月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及光伏装机量、利用小时数增速维持 1-6月水

平；2）各发电类型厂用电率维持 1-6月水平。我们预计 2022全年及 2022年 Q3

发电量空间分别为 90,485及 24,089亿千瓦时；上网电量空间为 89,900及 23,927

亿千瓦时。 

表 1：2022年全年及 2022年 7-9月发电量、上网电量测算 

  2021年 7-9月 2021年 2022年 1-6月 2022年预计 2022年 7-9月预计 

装机量（万千瓦）  229,442 237,600 244,101 257,749 248,240 

 水电 38,353 39,092 39,999 41,383 40,600 

 YOY  7.90% 5.86% 5.86% 5.86% 

 火电 128,183 129,678 130,496 133,608 132,067 

 YOY  4.10% 3.03% 3.03% 3.03% 

 核电 5,326 5,326 5,553 5,670 5,670 

 YOY  6.80% 6.46% 6.46% 6.46% 

 风电 29,727 32,848 34,224 38,510 34,851 

 YOY  16.60% 17.24% 17.24% 17.24% 

 光伏 27,853 30,656 33,677 38,579 35,051 

 YOY  20.90% 25.84% 25.84% 25.84% 

利用小时数(小时）       

 水电 1,298 3,622 1,691 4,094 1,467 

 YOY  -5.31% 13.03% 13.03% 13.03% 

 火电 1,153 4,448 2,057 4,186 1,085 

 YOY  5.63% -5.90% -5.90% -5.90% 

 核电 2,037 7,802 3,673 7,531 1,966 

 YOY  4.72% -3.47% -3.47% -3.47% 

 风电 428 2232 1,154 2,125 408 

 YOY  7.41% -4.79% -4.79% -4.79% 

 光伏 346 1,281 690 1,339 361 

 YOY  10.43% 4.55% 4.55% 4.55% 

发电量空间 

（亿千瓦时） 
总发电量 23,079 83,765 41,920 90,485 24,089 

 水电 4,978 13,401 6,764 16,943 5,957 

 火电 14,779 56,463 26,843 55,922 14,329 

 核电 1,085 4,075 2,040 4,270 1,115 

 风电 1,272 6,556 3,949 8,184 1,420 

 光伏 964 3,270 2,324 5,167 1,268 

厂用电率（%）       

 水电 0.30% 0.30% 0.30% 0.30% 0.30% 

 火电 5.90% 5.90% 5.70% 5.70% 5.70% 

 核电 6.00% 6.00% 6.00% 6.00% 6.00% 

 风电 2.00% 2.00%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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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 2.00% 2.00% 2.00% 2.00% 2.00% 

上网电量空间测算 

（亿千瓦时） 
总上网电量空间 22,876 83,128 40,915 89,900 23,927 

 水电 4,963 13,361 6,744 16,892 5,939 

 火电 13,908 53,132 25,313 52,734 13,512 

 核电 1,020 3,831 1,917 4,014 1,048 

 风电 1,247 6,425 3,870 8,020 1,392 

 光伏 944 3,205 2,277 5,063 1,243 

 其他 794 3,176 794 3,176 794 

数据来源：Wind，中电联、光大证券研究所于 2022.07.23测算 

备注：上网电量中其他栏目为基于中电联数据及我们估算 2021年全年上网电量和用电量差值 3176亿千瓦时，我们假设 2022年维持该水平，对应单季度为 794亿千瓦时 

 

作为基荷电源，火电有望加大输出助 Q3电量平衡。我们对用电量在同比 5%-10%

场景下，对应火电利用小时数进行敏感性测算；假设 1）水电、核电、风电、光

伏和其他发电类型上网电量在不同用电量场景下保持不变；2）火电厂用电率维持

22年 1-6月水平 5.7%。通过敏感性测算，在用电量同比增速 9%-10%条件下，

火电利用小时数分别为 1166和 1184小时，同比增长 1.11%和 2.71%。基于 Q3

为全年用电高峰且我们认为 Q3用电量同比增速有望突破 8%，我们认为火电作为

基荷电源将扩大利用小时数进而满足用电高增需求，进而达到 Q3电量平衡。  

表 2：2022Q3用电量、上网电量空间、火电利用小时数敏感性分析 

 22年 Q3用电量  

21年 7-9月用电量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 同比增长 6% 同比增长 7% 同比增长 8% 同比增长 9% 同比增长 10% 

22876 24,020 24,249 24,477 24,706 24,935 25164 

22年 Q3目标上网电量 

水电（亿千瓦时） 5,939 5,939 5,939 5,939 5,939 5,939 

核电（亿千瓦时） 1,048 1,048 1,048 1,048 1,048 1,048 

风电（亿千瓦时） 1,392 1,392 1,392 1,392 1,392 1,392 

光伏（亿千瓦时） 1,243 1,243 1,243 1,243 1,243 1,243 

其他（亿千瓦时） 794 794 794 794 794 794 

火电（亿千瓦时） 13,604 13,833 14,061 14,290 14,519 14748 

火电装机量（万千瓦） 132,067 132,067 132,067 132,067 132,067 132,067 

对应利用小时数 

（厂用电率 5.7%） 
1092 1111 1129 1147 1166 1184 

利用小时数同比增加（小时） 

（21年 7-9月火电利用小时数 1153小时） 
-61 -42 -24 -6 13 31 

利用小时数同比（%） -5.26% -3.66% -2.07% -0.48% 1.11% 2.71% 

数据来源：Wind，国家能源局、光大证券研究所于 2022.07.23测算 

 

最大负荷是电力供应可靠性评估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当电力系统峰谷差变大时，

最大负荷的增速将大于用电量增速。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

三产业在 GDP中占比持续提升，电力系统的峰谷差愈发增大，年最大负荷增长迅

速。2021年我国用电最大负荷已达 119,095万千瓦，较 2020年增长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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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我国历年用电量和最大负荷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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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最大负荷与可控装机的比例是预测电力平衡情况的常用指标。各类装机在电力平

衡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风电光伏出力受自然条件影响，难以人为控制，而火

电、核电机组具有较高的可控性，是支撑电力平衡的主要发电类型。通常将去除

风电、光伏以外的电力装机作为可控装机。最大负荷与可控装机的比例反映了发

电设备对于最大的满足能力，其值越小，电力系统可靠性越大，出现电力短缺的

可能性越小。 

纵观历史演绎，预计 Q3 将再现电力紧平衡。我国历次电力紧平衡均出现在最大

负荷/可控装机值较高的年份，尤其是 2011年（最大负荷/可控装机为 64.1%）和

2021年（最大负荷/可控装机为 68.4%）。今年前半年最大负荷/可控装机已经达

到 62.7%，同比高于 21 年上半年 0.7pct。叠加两大因素：1）Q3 为用电高峰且

今夏气温偏高，各地用电负荷屡创新高，Q3 用电量同比增速有望突破 8%；2）

疫情影响减弱，复工复产节奏明确。我们认为 Q3最大负荷/可控装机指标将延续

上半年强势水平，电力供需进入紧平衡区间。假设 7 月、8 月的最大负荷变化趋

势与去年同期相同，我们预测最大负荷/可控装机将超过去年的 68.4%。 

图 4：最大负荷与可控装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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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在最大负荷/可控装机曲线中，出现缺电情况的年份已用红色圆点标出。

黄色圆点为2021年上半年与2022年上半年情况的对比。

灰色部分为2022年7月、8月的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于 2022.07.23测算 

备注：红色虚线为电力紧平衡区间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6- 证券研究报告 

公用事业 

1.3、 见微知著，浙江从供需侧入手缓解紧平衡现状 

浙江用电负荷大幅冲高，电力稳定供应面临挑战。近期，浙江全省范围内持续高

温，叠加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经济迅速恢复，省内用电负荷大幅冲高。根据国网

浙江电力监测，居民降温用电及企业错峰生产增加了谷电需求，今夏浙江夜间用

电负荷比去年高 300万千瓦。2022年 7月 11日，浙江省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达

1.019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去年最大负荷增加 168万千瓦，增幅为 1.68%。

应对电力紧平衡，供需两端齐发力。 

供给端 

在本省发电方面，加强本省发电能力，推动能源项目上马。一方面，浙江省加强

挖掘潜本省发电能力，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工作。根据浙江省能源局，迎峰度夏期

间，全省将确保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不少于 15天，提升电煤热值至 5200大卡

以上，释放煤电出力超过 50万千瓦；加大天然气资源争取力度，抓紧锁定气量气

价，确保迎峰度夏期间气电高峰出力再增加 100万千瓦。 

另一方面，加快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充分挖掘电力增量空间。短期来看，截至 2022

年 6月，浙江省新增并网海上风电 37万千瓦、光伏 190万千瓦，完成省内机组

增容改造新增容量 22万千瓦，确保迎峰度夏新增装机出力达到 200万千瓦左右，

积极平衡夏季电力缺口。长期来看，浙江省持续推进能源建设，新能源装机规划

尤为突出。根据浙江省《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电力装机增量预计为 3507

万千瓦，其中火电 1332万千瓦，占比 35.50%。此外，加快推进“风光倍增”工

程，浙江省明确表示将确保新增光伏装机 1245万千瓦以上，力争达到 1500万千

瓦，预计占比达到 37.98%以上。  

图 5：2022年浙江省能源项目全年规划（万千瓦）  图 6：2020-2025E浙江省各电源类型累计装机量情况（万千瓦） 

 

 

 

资料来源：浙江省发改委，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浙江省发改委，光大证券研究所于 2022.07.23测算 

备注：2022-2025年各电源类型装机量情况根据浙江省十四五规划装机量年均增速推算而

得 

在省外购电方面，积极对接电力富余省份，发挥省外购电保供重要作用。一方面，

充分利用四川水电增供、省间市场和长三角电力互保互济机制，辅以现货市场增

购等手段，确保高峰期间增供电力 200万千瓦；另一方面，全力提高省外长协电

量规模，目前已实现全年计划电量规模 1800亿千瓦时以上。再一方面，浙江已

建立起多条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并持续加大运行力度。2022年 7月 8日，灵绍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投运以来首次进入 800万千瓦满功率运行工况，溪浙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也将进入长期大功率运行，为外电来浙提供有力支撑。此外，白

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已于 2022年 7月 1日顺利竣工投产，工程预计

每年输送清洁电能超 300亿千瓦时，将有效增加浙江未来的电力供给。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7- 证券研究报告 

公用事业 

 

图 7：2021年浙江外购电力情况（万千瓦）  图 8：浙江部分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需求端 

从需求端来看，能耗双控与节能减排齐发力。在能耗双控方面，浙江省针对五大

类 17小类共 634家高耗能企业，计划从 7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将电价每千瓦

时提高 0.172元，涨幅达 35%；省内多市发布能耗双控与有序用电的实施方案。

在社会用电层面，各地已下发节电倡议书，涉及机关事业单位率先节电、工业企

业绿色低碳生产、公共场所合理用电、居民用户节约用电等方面。 

表 3：浙江省部分地市针对夏季有序用电的政策文件 

城市 发文机构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杭州市 杭州市发改委 
《关于落实全省迎峰度夏电力保

供视频会议精神的通知》 

严格落实高耗能企业停检修，印染

和纺织为重点目标 

慈溪市 慈溪市发改委 
《2022年慈溪市有序用电方案

的公示》 

号召当地所有企业节能减排，让电

于民 

嘉兴市 
嘉兴市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

减排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嘉兴市“节约用电，你我同行”

活动倡议书》 
工业用电实行错峰运行 

天台市 天台市发改委 《天台县 2022年有序用电方案》 

将供用电缺口形势分为六个等级，

实施分级控制，对高耗能企业实行

计划轮休 

金华市 
金华市发改委、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关于调整 2022年金华市有序

用电方案的通知》 

针对共 29家高耗能的造纸、针织

和家居公司集中检修 

资料来源：各市发改委，光大证券研究所 

2、 传统电力板块本周回顾 

2.1、 传统电力事件 

1. 7月 20日，昌吉州政府网发布昌吉州准东 2×66万千瓦火电机组项目招标公告。

该项目位于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择优确定项目的投资主体，负责项目核准、

可研、勘察、设计、投资、建设以及工程竣工后的运营、维护等工作。（北极

星新闻网） 

2. 近日，山东省印发《山东省燃气机组建设工程行动方案》提出，2022年，开工

建设燃气机组项目 560万千瓦左右。到 2025年，在运燃气机组规模达到 800

万千瓦，年用气量 80亿立方米左右。到 2030年，在运燃气机组规模达到 2000

万千瓦，年用气量 200亿立方米左右。（北极星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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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日，中电常熟燃机热电联产项目 3号燃机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据悉，该项目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苏州市防污攻坚建设重点工程项目。

该项目建设有两台 100兆瓦级燃气机组。（北极星新闻网） 

2.2、 传统电力数据追踪 

 

图 9：秦皇岛港 5500大卡动力煤平仓价，元/吨, 至 2022.07.22  图 10：秦皇岛港 5500大卡动力末煤平仓价，元/吨，至 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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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1：CECI价格指数，元/吨, 至 2022.07.22  图 12：中国 LNG出厂价格全国指数，元/吨，至 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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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3：火电盈亏平衡点，元/吨，至 2022.07.22  图 14：火电产业链成本及价格情况，元/千瓦时，至 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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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CTD中国煤炭市场网，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 

备注：参考 2022年江苏交易电价基准电价 0.391元/度及装机规模 100万千瓦机组运营数据。

假设：1）当下上网电价基准价为 0.391 元/度，2）长协煤比例 90%，3）火电市场化占比

100%，4）下水煤运输至火电机组运输成本为燃料总成本 10%；横坐标为当下上网电价变

化量，纵坐标为盈亏平衡点处入炉煤炭价格（上网电价为标杆电价 0.391 元/度前提下，标

煤入炉盈亏平衡点为 850.1元/吨，5500大卡为 667.9元/吨） 

 资料来源：Wind，各省电力交易平台，CCTD中国煤炭市场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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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能源电力板块本周回顾 

1.  7月 21日，光伏行业 2022年上半年发展回顾与下半年形势展望研讨会举行。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介绍，我国光伏行业在 2022年上半年多

晶硅、硅片、电池、组件，同比增长均在 45%以上。2022年上半年，多晶硅

产量 36.5万吨，同增 53.4%。硅片产量 152.8GW，同增 45.5%。电池片产量

135.5GW，同增 46.6%。组件产量 123.6GW，同增 54.1%。（北极星新闻网） 

2.  近日，山东省印发《山东省核能发展建设工程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在运装机 570万千瓦；核能供暖面积力争达到 3000万平方米；核能

产业规模突破 1000亿元。到 2030年，全省在运装机容量 1300万千瓦以上；

核能供暖面积力争达到 2亿平方米；核能产业规模突破 5000亿元。（北极星

新闻网） 

3.  7月 1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6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6月底，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4.4亿千瓦，同比增长 8.1%。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4亿千瓦，同比增长 17.2%；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4亿千瓦，同比增长

25.8%。（北极星新闻网） 

4. 云南省发改委批复核准中营风电项目，该项目总装机 80MW，主要建设 20台单

机 4MW的风电机组，项目动态总投资 53179.9万元。（北极星新闻网） 

5. 日前，中国电建成都院设计的新疆若羌县 10万千瓦光热（储能）+90万千瓦光

伏示范项目开工。据悉，该项目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县城东南

170千米，总装机容量 1000兆瓦，包括 100兆瓦光热储能，配套 900兆瓦光

伏发电。（北极星新闻网） 

4、 辅助服务板块本周回顾 

1. 7月 17至 18日，漳平市抽水蓄能电站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举行。据悉，

该项目选址位于双洋镇境内，规划总装机容量 1200MW，工程总投资 80亿元。

（北极星新闻网） 

2. 7月 19日，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开工建设的首座电站，华电金上苏洼龙水

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据悉，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是国家“十四五”

重点建设的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一，包括金沙江上游川藏段梯级电站、配套光

伏、抽水蓄能电站和外送输电通道，规划总装机近 6000万千瓦。（北极星新

闻网） 

3. 新华社 7月 19日消息，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国家能源局正加快推

进抽水蓄能项目开发建设。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组织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

规划实施方案基础上，制定抽水蓄能项目工作计划。初步分析，“十四五”可

核准装机规模 2.7亿千瓦，总投资 1.6万亿元，涉及 28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北极星新闻网） 

4. 7月 18日至 19日，果洛州玛沁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

议召开，该项目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拉加镇境内黄河干流上，拟

规划装机容量 140万千瓦，连续满发利用小时数 7小时，为日调节抽水蓄能

电站。（北极星新闻网） 

5. 7月 18日，湖南省沅陵车坪抽水蓄能电站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召开。据悉，

该项目位于沅陵县借母溪乡南溪坪村和大合坪乡团坪村，电站初拟装机容量

120万 kW，装机 4台 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总投资 100亿元。（北极星

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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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周行情回顾 

5.1、 板块行情 

本周 SW公用事业一级板块上涨 0.07%，在 31个 SW一级板块中排名第 25；沪

深 300下跌 0.24%，上证综指上涨 1.30%，深圳成指下跌 0.14%，创业板指下跌

0.84%。细分子板块中，火电下跌 1.02%，水电下跌 0.96%，光伏发电上涨 3.55%，

风力发电上涨 0.49%，电能综合服务下跌 1.12%，燃气上涨 4.14%。 

图 15：SW一级行业周涨跌幅（%），2022.07.18-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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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6：SW一级行业 2022年至今涨跌幅（%），截至 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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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7：SW公用事业子板块周涨跌幅（%），

2022.07.18-2022.07.22 
 

图 18：SW公用事业子板块 2022年至今涨跌幅（%），截至

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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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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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个股行情 

本周公用事业涨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佛燃能源（+ 25.77%)、穗恒运 A（+ 

15.08%)、赣能股份（+ 14.50%)、*ST科林（+ 13.96%)、韶能股份（+11.68%）；

周跌幅前五的分别为惠天热电（-12.29%)、文山电力（-8.71%)、新天绿能（-6.28%)、

国电电力（-5.81%)、内蒙华电（-5.60%)。  

图 19：公用事业周涨跌幅前五个股，2022.07.18-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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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2年至今公用事业涨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赣能股份（+ 178.25%)、湖南发

展（+ 91.34%)、明星电力（+ 43.93%)、通宝能源（+ 37.50%)、韶能股份（+32.62%)；

跌幅前五的分别为凯添燃气（-39.75%)、ST金鸿（-33.85%)、粤电力 A（-30.41%)、

江苏新能（-29.48%)、中泰股份（-29.43%)。 

图 20：公用事业 2022年至今涨跌幅前五个股，截至 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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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6、 风险分析 

权益市场系统性风险；上网电价超预期下行，煤价超预期上涨，用电需求下滑，

水电来水不及预期，行业改革进度低于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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