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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电力行业景

气走势小幅下滑在意料

之中。当前，我国电源内

部结构仍有待优化，电源

布局不够科学，仍应加快

核准建设一批清洁能源

发电项目

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加大，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
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经济指
标增长呈不同程度的回落走势，电
力行业发电量、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等指标增长明显放缓，受其影响景
气度有所下降。

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难有明
显改观，电力行业景气度短期内仍
将承压。经模型测算，2014 年四季
度和 2015 年一季度，中经电力产业
景气指数分别为 98.1 和 98.3；预警

指数分别为 66.7和 70.8。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也显示，三

季度，电力行业企业家对四季度企
业 经 营 状 况 预 测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128.1，与对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判
断的即期指数基本持平（略高 0.1
点），比上季度的预期指数低7.7点。

在三季度接受调查的电力行业
企业中，82.3%的企业订货量“增
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下降 3.4 个
百分点；84.9%的企业用工需求“增
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下降 9.6 个

百分点；88.4%的企业投资“增加”
或“持平”，比上季度下降 1.9 个百
分点。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进入中
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创新驱动、
转型升级、优化结构、提质增效成
为新常态下的主攻方向。电力行
业应尽快适应宏观经济的新形势，
适应自身的“新常态”，积极进取，
充分发挥电力工业对经济发展的
先行引导作用，努力实现健康可持
续发展。

电力景气度将继续小幅下滑
前 瞻

弃风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风电行
业发展的关键难题。根据国家可再生能
源信息管理中心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
年全国弃风率约 10.5%，同比回升约 0.5
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对这一数据不必过度担
忧。上半年弃风率的小幅抬头，是伴随
风电建设的回暖而出现的。根据可再生
能源中心统计，上半年新增风电并网容
量 584 万千瓦，同比增长约 21%，国家能
源局公布的数据更是达到 632 万千瓦，
在连续 4 年低迷之后显著向好。风电场
建设的提速，尤其是向基础设施条件较
为恶劣的资源区扩张，难免会带来一些
配套消纳能力建设滞后的情况，因此短
期内弃风率有小幅波动应是正常现象。

这一点从分省区数据也可得到佐
证。上半年弃风率较高的省区除了此前
一直在列的吉林、黑龙江、河北之外，还
增加了新疆，而新疆恰恰是上半年风电
建设最为活跃的省区，新增并网容量高
达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预计未来
几年弃风现象有望继续好转。第一，特
高压电网建设获得决策层明确支持，
建设有望提速。这将强化风电外送能
力，有助解决风电资源禀赋与电力需
求在空间上的不匹配问题。第二，调峰
机组建设也有望加快。近期，国家对于
抽水蓄能机组的支持力度有所加强，
调峰能力建设有望迎来密集期，这将
大幅增强电网对于风电的消纳能力。
第三，风电分散式开发模式也将推进。
根据国家政策，我国将不再一味发展
大型风电基地，靠近负荷中心的低风
速风场的建设将获得鼓励，这将推动
风电的就地消纳。

目前关于我国风电行业的发展趋
势仍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随着陆上Ⅰ
类和Ⅱ类优质风资源的基本分配完毕，
风电高速发展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已成
为夕阳行业。不过，我们认为，目前新建
国内陆上风场市场呈现明显的复苏迹
象，而海上风电、风机出口、风场维护等
子市场仍处于蓄势待发的起步阶段。整
体来看，我国风电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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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中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的监测结
果显示，今年三季度，中经电力产业景
气指数较上季度下降了0.3点。在发电
量和用电量增速双双放缓背景下，电
力行业景气小幅下滑在意料之中。

三季度，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
电量同比增长1.1%，增速比上季度放
缓了4.1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量同比
增长1.4%，增速比上季度放缓3.8个
百分点。发电量和用电量增速的放缓，
一方面与气温有关。三季度，和去年同
期相比，全国气温普遍偏低。受低温影
响，三季度城乡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
5.6%，而去年同期为同比增长17.6%。
另一方面与宏观经济形势有关。

三季度，清洁能源发电增速保持
较快增长。其中，水力发电同比增长
33%，风能发电同比增长 1.6%，光伏
发电同比增长 158%，而火电发电同
比下降6.7%。水电、风电等清洁非化
石能源发电增速都超过火电，表明电
力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盈利情况看，三季度，电力行
业盈利状况继续向好，但利润增速有
所放缓。当前，电力行业盈利状况改
善既面临着有利因素，也有不少不利
因素。例如，今年来水状况总体较好，

煤炭价格处于低位，对于电力企业盈
利增加起到正向的拉动作用；而发电
小时数下降、燃煤电厂上网电价每千
瓦时电平均下调 0.9分左右、用电量
增速放缓等因素，不利于电力行业盈
利状况的持续改善。当前，我国大型
电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仍处较高水
平，电力行业仍有不少欠账没有解
决，企业亏损面仍然存在，特别是大
部分热电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接近一
半天然气发电亏损，少量的燃煤电厂
仍然在亏损。

从投资情况看，经初步季节调
整，三季度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为1853.0亿元，同比下降6.6%，降
幅比上季度收窄 1.6个百分点。根据
中电联统计，今年三季度，电力行业
投资同比增长 0.3%，增速比去年三
季度略增，其中电网投资同比增长
11.3%、电源投资同比下降9.6%。

近年来，我国电源投资增速一直
处于下降态势，这与我国电力供求关
系和全国装机容量总体上已经达到
相对较大规模有关。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电源内部结构仍有待优化，电
源布局不够科学，我国仍应加快核准
建设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特别是加紧

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水电投资同

比分别下降38.3%、31.9%和41.0%；
核电投资同比分别下降了 11.2%、
7.7%和 4.7%。水电和核电作为绿色
清洁的低碳能源，相对于风电、太阳
能发电等需要国家财政补贴而言，具
有价格低、发电出力性能友好、波动
性小等特点，应该加快发展步伐。

我国也要加快电网建设和通道
建设，建设跨省跨区输送电通道，解
决好“弃风、弃光”问题。当前，应改变
风电和光伏发电思路，分散和集中相
结合，近中期要以分散为主，在有资
源条件的东中部地区优先分散布局。

总的来说，非化石能源特别是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对于电力
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加快
发展步伐，以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
不过，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的
提升，也要根据现实国情和经济社
会发展电价可承受度来综合考虑，
比重并非越快提高越好，而应该是
稳步提升。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本
身，也不能忽视水电和核电发展、过
多地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避免
过快推动电价提升。

河北霸州供电公司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打造线路“安全通道”。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