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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发展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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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的盈利波

动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清

洁能源发电在四季度共

同发力，对电力行业利润

增长形成了积极的支撑

2015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仍面
临下行压力，但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
资有望继续回暖，主营业务收入和利
润等经营指标增长持续放缓趋势有
望改善，将对电力行业景气度的提升
提供支撑，景气指数有望小幅回升。

经模型测算，2015年一、二季度
中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有望小幅回
升，具体数值分别为 98.4和 98.5；预
警指数未来2个季度稳中有升，具体
数值均为70.8。

2014 年四季度，电力行业企业
景气调查结果显示，电力行业企业家
对2015年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
的预期指数为 129.4，比对四季度企
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低 5.7
点，比上季度的预期指数高1.3点。

四季度接受调查的电力行业企
业中，86.2%的企业订货量“增加”或

“持平”，比三季度上升3.9个百分点；
93.6%的企业用工需求“增加”或“持
平”，比三季度上升 8.7 个百分点；

86.8%的企业投资“增加”或“持平”，
比三季度下降1.6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已步入中速增长的“新
常态”，为宏观经济提供动力保障的
电力行业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和新
挑战。

与此同时，新一轮电力体制改
革，也将对电力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电力行业应积极适应“新常态”
下的新要求，主动求变，扎实推进改
革、创新和绿色发展。

景气指数有望小幅回升
前 瞻

1 月 1 日，深圳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正式启动；蒙西电网改革试点也已获
得国家发改委批复。我国新一轮电力
体制改革终于破题。

2002 年 电 改 提 出“ 厂 网 分 离 、主
辅 分 开 、输 配 分 离 、竞 价 上 网 ”，而 只
走 了 前 两 步 ，后 两 步 并 无 实 质 进 展 ，
这是其受到批评的关键。

但实际上，在当时缺电的大背景
下 ，电 改 在 发 电 侧 引 入 竞 争 ，却 未 赋
予 发 电 企 业 对 于 电 价 的 决 定 权 和 对
于用电客户的选择权，因此电厂竞争
的焦点被集中在发电量上，而发电量
指标的分配又同装机规模挂钩，只有
扩大规模才能占据主动，这对于我国
缺电情况的缓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
通过庞大和强势的电网的存在，有效
地 在 发 电 端 和 工 业 经 济 之 间 建 立 起
了一道防火墙，避免了电源紧缺向经
济的传导即电价的快速上涨。

目前，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缺电的
国家，电力行业也自然到了又一个改
革节点。简单讲，我们认为新电改的必
要性不是前一轮改革有多糟糕，而是
情况变了。

输配电价改革后，电网环节的垄
断 利 润 将 被 压 缩 ，输 配 电 价 将 会 下
降，且在目前电力供需处于供过于求
的背景下，放开对两端电价的管制预
计也将带来平均上网电价的下降。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究竟应该把
电力视作公用事业产品还是商品，其
价格是不是适合完全市场化。由此出
发，不难预见到新电改未来可能会遇
到的障碍。第一，未来如果电力供应再
度紧张或者煤价快速上涨怎么办？没
有了电网价差这一缓冲带，恐怕难免
带来电价的持续提高。第二，之前小范
围推行的多边电力交易和直购电改革
实际就已暴露出电力市场化定价的问
题，地方政府容易将这一机制变成对
高耗能企业的变相补贴，这与低碳节
能战略不符。

总之，电力改革是棘手且敏感的，
其成败很可能对我国未来十年的能源
供应产生关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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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产业观察

2014 年四季度，我国电力行业
运行总体平稳,供需总体宽松。中经
电力产业景气指数为 98.3，与三季
度基本持平；中经电力产业预警指
数为66.7，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平稳。

四季度电力行业的平稳运行，与
发电量增速企稳回升密不可分。经初
步季节调整，四季度发电量同比增长
2.7%，比三季度回升了0.2个百分点。

不过，从 2014 年全年看，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平
均利用小时为 4286 小时，同比减少
235 小时，是 1978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这与用电增速大幅下降和供需
宽松密切相关。

用电增速大幅下降的主要原
因，一方面与气温因素有关。在2013
年夏季大范围持续高温的情况下，
2014 年特别是三季度，我国气温与
常年相比偏低，影响了全社会的电
力需求。2014 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全年为 69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其中三季度同比下降5.6%。另
一方面，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也影响了全社会
用电量的增长。2014年分季度看，全
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先降后升，全
年用电量同比增长3.8%，比2013年

放缓 3.7个百分点，其中四季度同比
增长3.5%。综合来看，气温因素和经
济形势对全年用电量增长的影响大
概有两个百分点。

尽管用电量增速有所放缓，但
电力结构优化的态势进一步显现。
2014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快速发展，为充分利用可再生
能源发电，火电实际上扮演了为可再
生能源调峰的角色。2014年全年，水
电发电量同比增长19.7%，风电同比
增长12.5%，光伏同比增长170.8%，
而煤电同比下降1.0%。

可再生能源发电给力，促进了电
力行业盈利状况的持续改善。一般来
说，电力行业盈利状况具有一定的季
节波动性，三季度水电处于汛期、发
电较好，电力行业的盈利状况相应的
也会好一些；四季度火电发电量比重
上升，客观上会对行业盈利状况造成
一定的挤压。但从 2014 年不同类型
电源的发电情况看，清洁能源发电对
电力行业的盈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四
季度，电力行业计算销售利润率为
7.0%，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盈利状况的持续改善，也增强了
企业的投资信心和热情。经初步季节
调整，四季度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9.0%，这是同比增速在连续4
个季度下降后首次转为增长。

按照中电联的统计，四季度，
电网投资同比增长了 13.1%，而电
源投资实现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3.1%。在电源投资中，四季度水电
投资同比增长 27.1%，全年则同比
下降 21.5%；核电投资四季度同比
下 降 23.9% ，全 年 同 比 下 降
13.8%；风电投资四季度同比增长
42.2%，全年同比增长 52.8%。风电
投资的超高速增长，与国家下调
陆 上 风 电 标 杆 上 网 电 价 政 策 有
关。不少风电企业在四季度加快
了建设进程，导致风电装机容量
大幅增长。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
量增长迅速。2014 年前三季度，光
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仅 281 万千
瓦左右，但全年新增却达到 1063
万千瓦。相比之下，火电的投资增
长黯淡，投资增速已经连续几年出
现负增长，2014 年四季度同比下
降 1.5%，全年同比下降 6.3%。

总的来看，2015年，电力行业将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电力供需
形势亦维持总体宽松，可再生能源
发电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电力
行业结构将进一步趋于优化。

2014年，山东省光伏发电容量达 38.25万千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