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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景气指数

的小幅调整，与宏观经济

形势和气温因素密切相

关。从积极的角度看，电

力行业的变化也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

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015 年二季度，电力行业企
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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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比对二季度企
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1.7
点，比一季度的预期指数低 4.4点。

二季度接受调查的电力行业
企业中，85.1%的企业订货量“增
加”或“持平”，比一季度下降 1.8 个
百分点；95.5%的企业用工需求“增

加”或“持平”，比一季度上升 0.1
个百分点；88.5%的企业投资“增
加”或“持平”，比一季度下降 0.2
个百分点。

经模型测算，2015 年三、四季
度中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走势有
望保持基本稳定，具体数值分别为
97.8 和 97.8；预警指数未来 2 个季
度保持平稳，具体数值均为 66.7。

二季度，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稳

增长政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渐
发挥效力，电力行业景气度下行空
间有限，有望在年内平稳运行。

针 对 当 前 运 行 形 势 ，国 家 应
加强政策预调微调，进一步巩固
稳增长的基础，保证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为电力行业发展提供更
有利的环境。电力行业也应紧抓
机遇，积极“走出去”，努力开拓海
外市场，获得更大发展。

景气度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前 瞻

今年以来，我国输配电价改革步
伐 不 断 加 快 。年 初 ，深 圳 率 先 启 动 输
配 电 价 改 革 试 点 ；6 月 份 ，内 蒙 古 西
部 电 网 输 配 电 价 改 革 试 点 方 案 也 已
获批，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对改革
措施进行考验。

除 深 圳 、蒙 西 两 个 试 点 外 ，安
徽 、湖 北 、宁 夏 、云 南 、贵 州 五 省 区 也
已 先 后 纳 入 输 配 电 价 改 革 试 点 范
围 。其 中 ，云 南 、贵 州 归 属 南 方 电 网
辖 区 ，安 徽 、湖 北 、宁 夏 则 分 属 国 家
电 网 下 属 的 华 东 、华 中 、西 北 电 网 。
并 且 五 个 省 份 的 电 源 结 构 各 有 特
点 ，云 南 、湖 北 以 水 电 为 主 、火 电 为
辅 ，贵 州 火 电 、水 电 并 重 ，安 徽 以 火
电 为 主 ，宁 夏 则 以 火 电 为 主 且 有 相
对 较 高 比 例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装 机 。这
也 将 对 输 配 电 价 改 革 带 来 不 同 挑
战 ，直 接 检 验 改 革 措 施 与 电 网 的 兼
容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在 5 月 下 发 的 通 知 中 规 定 ，跨 省 跨 区
送 电 按 照“ 风 险 共 担 、利 益 共 享 ”原
则 协 商 或 通 过 市 场 化 交 易 方 式 确 定
送 受 电 量 、价 格 ，并 建 立 相 应 的 价 格
调整机制。尽管近年来我国用电量增
速显著放缓，但其中跨省区送电量却
仍保持了高速增长。按照新的跨区送
电 定 价 方 式 ，送 电 、受 电 双 方 在 协 商
确定落地电价之后，再按照落地电价
扣 除 现 行 输 电 价 格 和 线 损 倒 推 确 定
上网电价。这意味着，此次调整之后，
国 家 已 经 完 成 了 对 于 跨 区 送 电 这 部
分电量的电价改革。而这部分电量是
未来电力供需增量的主要部分之一，
其意义不容忽视。由于跨区送电通道
建 设 也 是 电 网 公 司 最 主 要 的 投 资 方
向之一，以此作为切入点推进电力改
革将面临较小阻力。

总体来看，新电改的进度以稳步
推 进 为 主 ，目 前 仍 在 输 配 电 价 改 革
这 一 攻 坚 阶 段 ，下 一 步 的 重 要 节 点
将 是 正 式 将 南 方 电 网 、蒙 西 电 网 开
展 的 试 点 内 容 扩 展 到 国 家 电 网 的 辖
区 。预 计 这 一 关 键 步 骤 的 真 正 落 地
实施将在明年上半年完成。

稳步推进

输配电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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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国 新 一 轮 电 力 体
制 改 革 方 案 提 出 的 “ 三 放
开 、 一 独 立 、 三 加 强 ”
中 ， 输 配 电 价 改 革 可 谓 担
当 了 先 锋 的 角 色 ， 其 成 败
将 直 接 决 定 后 续 的 经 营 性
电 价 改 革 、 售 电 侧 改 革 、
发 电 计 划 改 革 等 内 容 能 够
顺利推进

产业观察

今年以来，我国电力供需总体
宽松。根据监测，2015 年二季度中
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为 97.8，比上
季度下降 0.5 点，未能延续上升势
头；预警指数为 66.7，比上季度回落
4.1点，仍处于偏冷的“浅蓝灯区”。

电力行业景气度的小幅调整，与
宏观经济形势和气温因素密切相
关。一方面，二季度，我国宏观经济
缓中趋稳，经济增速为7.0%，虽然与
一季度持平，但经济结构优化的势头
明显，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而第二产
业发展受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
等因素影响，发展势头有所放缓。另
一方面，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大范围
降雨、气温较上年同期偏低，影响了
居民和第三产业用电量的增长。

反映到用电量指标上，二季度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7%，增速
比一季度加快 0.9 个百分点。从内
部结构看，1至6月份，第二产业用电
量同比下降 0.5%；城乡居民用电量
增长 4.8%；第三产业用电量虽然同
比增长 8.1%，但用电量规模只有
3397亿千瓦时。

从积极的角度看，电力行业的
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
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化。例
如，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降幅为

0.5%，与一季度同比下降 0.6%基本
持平，但降速减缓势头已经初步呈
现，表明工业经济缓中趋稳。在工
业用电中，轻工业用电量 3205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2.1%，增速比一季度
加快 0.3个百分点，重工业用电量则
同比下降0.9%。

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增速也出现
了分化。1至6月份，化学原料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和
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
量合计 819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5%，增速同比回落 6.1 个百分点；
合计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
为30.8%，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
献率为-37.4%。特别是黑色金属和
建材行业用电量同比分别下降6.5%
和 6.4%，两者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的贡献率为-83.1%，若扣除这两个
行业，则第二产业和工业用电增速
分别从下降 0.5%和下降 0.4%升至
1.2%和1.3%，制造业增速则从0.1%
升至2.9%。

尽管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只
有 1.3%，不过，经初步季节调整，二
季度电力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1215.3
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比上季度
大幅回落 22.5 个百分点。二季度，
电煤价格仍处低位，为火电企业降

低生产成本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不
过，下游需求持续减弱导致发电设
备利用小时同比下降以及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工商业用电价格下调，挤
占了电力企业的盈利空间。

从投资情况看，经初步季节调
整，二季度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为 1426.0 亿元，同比由上季度
增长 7.3%转为下降 3.7%。电力行
业投资增速由增转降，主要受电网
完成投资同比下降影响。

当前，我国电力行业已经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应该着力提质增效，
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在合理控制新
开工和投产规模基础上，要加快加
大水电、核电和调峰电源建设，提高
电力资产利用效率和效益。要适度
控制新能源发电建设节奏，加快跨
省区送电通道及配电网建设，加快
加大配电网建设和智能化升级改
造，特别是加大实施农村电网建设
改造力度，提高电力系统对分布式
电源消纳能力和供电质量，着力解
决弃水、弃风和弃光问题；全面贯彻
落实电力体制改革要求，在试点基
础上，加快研究制定各项实施细则
意见。此外，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
提高全社会电气化水平，不断提升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7月 15日，江苏电力扬州检修分部技术人员正在抢修存在发热缺陷的设备。 徐晶晶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