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年中国电力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19 年，全国电力生产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7.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第三产

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贡献率为

51%。2019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电力

延续绿色低碳发展态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继续

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保持快速增长；跨区、跨省送电量

实现两位数增长。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预计 2020 年一季度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6%左右；考虑到疫情结束后，在国家相关

稳增长政策措施下，经济将有较为明显的恢复，预计 2020

年全年电力消费将延续平稳增长，增速稍低于 4%-5%这一年

初预测值。预计 2020 年底发电装机容量 21.3 亿千瓦，其中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继续上升。预计全国电力供需总体

平衡，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应偏紧。 

一、2019 年全国电力供需情况 

（一）全社会用电量平稳增长，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的拉动效果明显 

2019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7.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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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全国人均用电量 5161 千瓦时，人均生活用电量 732

千瓦时。分季度看，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5.5%、

4.5%、3.4%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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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2019 年分月全社会用电量及其增速 

注：本报告图表中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中电联电力行业统计报表；图中 1-2

月用电量为 1-2 月合计用电量的平均值；1-2 月增速为 1-2 月合计用电量增速。 

表 1  2019 年各产业及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及比重情况 

 

用电量 

(亿千瓦时) 
用电量增速（%） 

增速同比 

(百分点) 

用电量占比 

（%） 

用电量占比同比 

(百分点) 

全 社 会 72255 4.5 -4.0 100.0 - 

第一产业 780 4.5 -4.5 1.1 0.0 

第二产业 49362 3.1 -4.0 68.3 -0.9 

第三产业 11863 9.5 -3.4 16.4 0.7 

城乡居民生活 10250 5.7 -4.6 14.2 0.2 

电力消费主要特点有: 

一是第一产业用电量平稳增长。2019 年，第一产业用电

量 7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其中，渔业、畜牧业用电



3 
 

量同比分别增长 8.2%和 5.0%。第一产业用电量对全社会用

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1.1%。 

二是第二产业及其制造业用电量保持中低速增长。2019

年，第二产业用电量 4.9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各季

度增速分别为 3.0%、3.1%、2.7%和 3.5%。第二产业用电量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8.3%，同比降低 0.9 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47.9%，拉

动 2.1 个百分点。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9%，其中，四大

高载能行业
[1]
用电量同比增长 2.0%，其中建材行业用电量增

速为 5.3%，黑色行业用电量增速为 4.5%，化工行业用电量

与上年持平，有色行业用电量增速为-0.5%；高技术及装备

制造业
[2]
用电量同比增长 4.2%；消费品制造业

[3]
用电量同比

增长 2.2%；其他制造业
[4]
用电量同比增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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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19 年分季度第二产业用电量及其增速 

三是第三产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第三产业

用电量 1.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5%，各季度增速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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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6%、7.7%和 11.8%。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6.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

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均在 10%以上。 

四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中速增长。2019 年，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1.0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各季度增速分

别为 11.0%、7.7%、1.2%和 3.7%。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乡

村居民用电量分别比上年同比增长 5.5%和 5.9%。 

五是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 50%。2019 年，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分别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1.5 和 0.8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 33.1%和 17.9%，两者合计达到 51.0%，其中第三

产业贡献率同比提高 10.1 个百分点。 

六是西部地区用电量增速领先。2019 年，东、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3.6%、4.5%、6.2%、

3.7%，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47.2%、18.7%、28.3%、5.8%，全

国共有 28 个省份用电量实现正增长。 

（二）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趋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

机和发电量均保持较快增长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

同比增长 5.8%，其中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8.4 亿千瓦，同比增长 8.7%，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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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2019 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3825

小时，同比降低 54 小时。全国主要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

7995 亿元，同比下降 2.0%。 

表 2  2019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及结构 

发电类型 
发电装机容量（万千

瓦） 

装机增速 

（%） 

占比 

（%） 

合    计 201066 5.8 100 

     水    电 35640  1.1 17.7 

         其中：常规水电 32611  1.1 16.2 

抽水蓄能 3029  1.0 1.5 

     火    电 119055  4.1 59.2 

         其中：燃煤(含煤矸石) 104463  3.6 52.0 

               燃气 9022  7.7 4.5 

     核    电 4874  9.1 2.4 

     风    电 21005  14.0 10.4 

     太阳能发电 20468  17.4 10.2 

电力供应主要特点有： 

一是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 20亿千瓦。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同比增长 5.8%。分

类型看，水电 3.6 亿千瓦、核电 4874 万千瓦、并网风电 2.1

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 2.0 亿千瓦、火电 11.9 亿千瓦。

火电装机容量中，煤电装机 10.4 亿千瓦、气电 9022 万千瓦。

2019 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0173 万千瓦，同比少投产

2612 万千瓦；其中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6389 万千

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62.8%。全国新增并网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2574 万千瓦和 2681 万千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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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比上年多投产 447 万千瓦和少投产 1844 万千瓦。新增煤

电、气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2989 万千瓦和 629 万千瓦，分别

比上年少投产 67 万千瓦和 255 万千瓦。 

二是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快速增长。2019 年，全

国全口径发电量为 7.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全国非

化石能源发电量 2.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4%，占全国

发电量的比重为 32.6%，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其中，水

电、核电、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同比分别增长 5.7%、18.2%、

10.9%和 26.5%。全国全口径火电发电量 5.1 万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4%；其中，煤电发电量 4.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三是水电和太阳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比上年提高。2019

年，水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3726 小时，同比提高 119 小时；

并网太阳能发电1285小时，同比提高55小时；并网风电2082

小时，同比降低 21 小时；核电 7394 小时，同比降低 149 小

时；火电 4293 小时，同比降低 85 小时，其中煤电 4416 小

时，同比降低 79 小时，气电 2646 小时，同比降低 121 小时。 

四是农网升级改造及配网建设是电网投资重点，跨区跨

省送电量较快增长。2019 年，全国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4856 亿元，其中 110 千伏及以下电网投资占电网投资的比重

为 63.3%，同比提高 5.9 个百分点。全国基建新增 220 千伏

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23042 万千伏安，同比多投产 828 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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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安；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34022 千米，同比

少投产 7070 千米；新增直流换流容量 2200 万千瓦，同比减

少 1000 万千瓦。2019 年，全国跨区、跨省送电量分别完成

5405 亿千瓦时和 14440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12.2%和

11.4%。 

五是电力燃料供应由紧平衡转向总体平衡，电煤全年综

合价超过绿色区间上限。煤矿优质产能逐步释放，进口煤支

撑作用较好发挥，2019 年电煤供应总体有保障。电煤价格前

高后低，震荡幅度收窄，全年综合价仍超过《关于印发平抑

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忘录的通知》（发改运行〔2016〕

2808 号）规定的绿色区间上限（500-57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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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 沿海指数）周价格图 

（三）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局部地区采取了有序用

电措施 

2019 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东北、西北区域电力

供应能力富余；华北、华东、华中、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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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其中，蒙西、冀北、辽宁、浙江、江西、湖北、海南

等省级电网在部分时段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蒙西电网从前

几年的电力供应能力富余转为 2019 年以来的电力供应偏紧。 

二、2020 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预测 

（一）电力消费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预计 2020 年一季度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6%左右；考虑到疫情结束后，在国家相关

稳增长政策措施下，经济将有较为明显的恢复，上半年全社

会用电量增速有望实现正增长，预计 2020 年全年全国全社

会用电量增速稍低于 4%-5%这一年初预测值。 

（二）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将继续提高 

预计 2020 年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2 亿千瓦左

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投产 8700 万千瓦左右。预计

2020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1.3 亿千瓦，同比增长 6%左右；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 9.3 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容量比 

水电 17.2%

火电 57.7%

核电 2.3%

风电 11.7%

太阳能发电 11.1%

 
图 4  2020 年底发电装机结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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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上升至 43.6%，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左右。 

（三）全国电力供需保持总体平衡 

预计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分区域看，预计华北、华

中区域部分时段电力供需偏紧；华东、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

体平衡；东北、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富余。 

三、有关建议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

翻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电力行业要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和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精神，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打

好三大攻坚战、精准脱贫提供电力保障，切实助力实体经济

发展，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及电力供需分析与预测研究，提出

有关建议如下： 

（一）多措并举，提升电力高质量可持续保供能力 

一是更多以市场方式降低社会总体用能成本。进一步加

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科学规划设置

不同范畴的交易品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各地电网发展阶段、电网运行特性、电价承受能力等实

际情况，差异化核定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水平；合理确定

关键核价参数，科学修订输配电价定价办法，在降低社会用

能成本的同时，保障电网企业可持续安全保供和履行社会责

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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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煤电板块稳步转型。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稳

定电煤供应，平抑电煤价格；建立完善容量市场及辅助服务

补偿机制，逐步由单一电价向两部制电价过渡，运用市场化

手段推动煤电企业转型发展；同时，给予煤电企业一定的专

项资金和专项债转股政策支持，保障火电企业更好为全社会

服务，发挥系统调节兜底保供的基础作用和集中供暖供热的

保民生作用。 

三是合理引导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保持产业政策连续

性，控制补贴退坡的节奏和速度，确保风电、光伏等产业链

平稳运行发展。发挥金融市场作用，开发针对清洁能源的融

资品种，将应收补贴款纳入流贷支持范围，解决全行业补贴

资金缺口问题。 

（二）协调发展，提高电力资源配置效率 

    一是统筹源网荷储发展。推进建设发展分布式与集中式

的清洁能源供能方式，充分发挥电力在能源转型中的中心作

用和电网的枢纽作用，聚焦用户需求，通过智能化电力设备

及调节手段实现源、网、荷、储的整体优化，进一步提高能

源资源的配置能力。 

二是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破解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大规模并网及电力输送问题，保障新能源消纳。通过建立完

善配套政策和市场机制，提高企业积极性，推动气电、抽蓄

等系统灵活性调节电源建设，同时，要加快完成“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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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灵活性改造目标，推动煤电企业转型升级。 

（三）政策引导，促进电力高效利用  

一是进一步推进电能替代。在需求侧领域合理实施电能

替代，不断创新替代方式和内容，进一步扩大电能替代范围

和实施规模，扩大电力消费市场，促进大气污染治理。 

二是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探索实施需求响应和精益化

的有序用电；进一步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机制，以及居民阶梯

电价等相关政策，不断提高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全力

推进电气化进程。 

三是加大转供电环节的清理整顿，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以提升企业经营效益、提振实体经济的政策环境下，引导和

帮助电力用户用好政策红利，提升用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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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四大高载能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个行业。 

[2]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9

个行业。 

[3]消费品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及精制茶制

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

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2 个行业。 

[4]其他制造行业为制造业用电分类的 31 个行业中，除四大高载能行业、高

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消费品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个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