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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联动时机尚未到来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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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用电量增速

小幅下滑，电力行业盈利

状况继续改善，但企业负

债率仍然较高。尽管外界

呼吁煤电联动的声音不

小，但从行业运行实际以

及相关文件来看，煤电联

动的时机尚未到来

下半年，电力行业运行面临有利
和不利因素并存的局面。国家将逐步
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将现行主要
依据行业、用途分类，逐步调整为按用
电负荷特性为主分类，把现行8大类
销售电价，逐步归并为3个用电类别，
每个类别再按用电负荷特性进行分
档，这有利于理顺电力产品价格形成
机制，改善电力行业盈利状况。同时，
电煤价格低位运行的格局在短期内难
以明显改善，电力生产成本或继续稳
中有降，这也有利于降低电力企业生
产成本。不利因素则是宏观经济增长
放缓使电力行业景气度提升承压。

经模型测算，三、四季度中经电力
产业景气指数基本平稳，具体数值分
别为99.6和99.5；中经电力产业预警
指数分别为83.3和80.0。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
电力行业企业家对三季度企业经营状
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136.9，比对二季
度企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3.6点，与上季度的预期指数持平。接
受调查的电力行业企业中，85.1%的
企业订货量较上季度“增加”或“持
平”，较上季度下降 0.3 个百分点；
94.4%的企业用工需求较上季度“增
加”或“持平”，较上季度上升0.1个百

分点；88.4%的企业投资较上季度“增
加”或“持平”，与上季度基本持平。

总的来看，三季度电力行业景气
度有望保持平稳。电力行业应从电
源结构和布局入手，避免项目重复建
设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不同
地区根据不同特点配置不同的电源
结构；调存量、控增量，进一步淘汰落
后产能，应适当调整火电发电的比
重。同时，国家也应继续加快资源类
产品定价机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理
顺电力、煤炭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
机制及比价关系，推动电力行业健
康、持续发展。

盈利状况有望继续改善
前 瞻

上 半 年 ， 我 国 GDP 增 速 回 落 至
7.6%，用电需求整体疲软，但已呈回暖
势态，全社会累计用电量达到2496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6月份当月
用电量同比增长6.3%，环比提升1.3个百
分点。

用电量同比增长 5.1%，主要由于一
方面去年经济增速放缓，同期电量基数
较低；另一方面，二季度工业生产也有
所复苏，其中，粗钢、水泥、有色、化
工等高耗能行业，产品产量环比增速出
现明显提升，加上今年入夏以来天气较
热，空调等负荷增长较快，从而带来用
电量和增速的持续提升。

三季度是我国“迎峰度夏”用电高
峰期，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季度全国
电力需求和发电量环比将快速提升，特
别是华北电网、华东电网和南方电网区
域，全年用电最高负荷一般出现在夏
季，预计部分地区、部分时段会出现电
力紧张的局面。但从电力供给情况来
看，2013年，全国新增装机规模预计为
8000 万千瓦，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 12.2
亿千瓦，增速为 7.6%，其中，水电、核
电等清洁能源投产装机预计超过火电，
同时，特高压建设也将稳步推进，加快
区域间的电力平衡，缓解部分地区电力
紧张的局势。

分区域来看，今年西南地区有大量
水电投产，如溪洛渡、锦屏一级等巨型
水电站，这些电站大多通过特高压输往
东南沿海地区消纳，而东南沿海区域又
有不少核电机组投产，如宁德核电、方
家山核电等，预计华东、华中、南方电
网覆盖区域的火电将受到冲击，利用小
时将出现下降，而西北、华北、东北区
域，受益于产业转移，近年来，用电增
速普遍好于沿海地区，同时，区域内新
增装机较少，利用小时预计有所提升。

整体来看，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全
国电力供需形势仍处于宽松平衡状态。随
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以
及结构转型的加快，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将
被抑制，电力需求弹性将变小，用电增速
有望处于温和上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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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 GDP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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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 2.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增速较
上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二
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6%。上半年，用
电量增速的小幅下滑，主要由于国家
主动调控下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用电
需求有所下滑。

分产业看，二季度，第二产业用
电量同比增长 5.9%，其中工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 5.9%，轻工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 5.8%，重工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5.9%。

化工、建材、钢铁、有色四大高
耗能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3%，增
速较上季度下降 2.0 个百分点。其
中，化工行业用电量由上季度同比
增长6.0%降至3%；黑色冶金行业用
电量由上季度同比增长 4.8%降至
2.3%；有色金属行业用电量由上季
度同比增长9.6%降至二季度2%；建
材行业用电量由一季度用电量负增
长转为同比增长6.5%。总的来看，我
国经济结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

从盈利情况看，二季度，电力行
业实现利润总额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表明行业盈利状况继续改善。这
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因素：一是电
力企业自身加强管理，做好运营成
本管控；二是来水情况较好，水电相
对给力；三是电煤价格缓慢下降，有
利于降低火电运营成本。

不过，电力企业也面临着一些
不利因素。首先，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的影响，全社会用电量中速增长的态
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可能继续保
持。用电量增速放缓，将带来发电设备
利用小时数的下降。今年上半年，全国
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减
少64小时，其中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
时数下降83小时。这给企业盈利带来
不小压力。其次，现有的脱硫脱硝电
价补贴还不足以弥补脱硫脱硝成
本。此外，几大火电企业的利润情况
有所好转，但由于火电企业较长时
间保持亏损，煤电联动存在较多历
史欠账，企业负债率较高，超过了

80%的警戒线。
尽管电煤价格走低，但外界对于

电力企业“闷声发财”的指责有失偏
颇，要求电价与煤价立刻进行联动的
声音也未必合理。在火电企业负债率
水平仍然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不能对
企业盈利水平回升太过乐观，而应该
给火电企业休养生息的机会，帮助火
电企业还上历史欠债。即便真要实行
煤电联动，也不能想调就调，而要按照
相应的政策文件来执行。

从投资情况看，上半年，电力行业
投资同比增长7.4%，这在历史上尚属
正常水平。其中，电网投资同比增长
19.1%，表明电网网架不断加强，有利
于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和吸纳清洁能
源，也有利于改善城乡电网。不过，电
源投资同比下降了3.8%，这与用电量
增速放缓有关。具体来看，风电投资
继续保持增长，核电投资同比下降；
火电投资增速放缓符合提高非化石
能源比重的总体规划；水电投资同
比下降 7.3%，则需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