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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增长折射经济向新向绿发展用电量增长折射经济向新向绿发展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轶辰王轶辰

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

年，我国电力消费平稳较快增长，电力供需

总体平衡，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4.66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8.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3.1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的电力消费增长情况，

反映出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的积极态势，

生产稳定增长，运行总体平稳。

用电量平稳较快增长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较快增

长，畜牧业用电增速领先。上半年，第一产

业用电量 623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为 1.3%，同比增长 8.8%，其中二季度同比

增长 8.0%。上半年，畜牧业、渔业、农业用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 10.1%、9.5%、7.9%。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中心

副主任蒋德斌分析，“这得益于近年来电力

企业大力实施农网巩固提升工程，农林牧渔

业领域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

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样保持较快增长，高

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增速领先。上半年，

第二产业用电量 3.0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5.9%，对全社

会用电量增长贡献率为 56.9%。

分大类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上半

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13.1%，增速高于同期制

造业平均增长水平 6.2 个百分点，制造业延

续转型升级趋势。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中

的 9 个子行业用电量增速均超 5%，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5.7%，其中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大幅

增长 54.9%。

“制造业用电量情况反映出我国制造业

生产保持较好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正在向高

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升级，工业转型升级趋

势明显。”蒋德斌表示。

第三产业用电量延续快速增长势头，互

联网数据服务、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高速增

长。上半年，第三产业用电量 852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1.7%，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8.3% ，对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25.6%。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快

速发展带动下，互联网数据服务上半年用电

量同比增长 33.0%。电动汽车高速发展，充

换电服务业上半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63.7%。

在蒋德斌看来，服务业持续复苏，商务

活动增加，数字化经济蓬勃发展，推动了第

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

电动汽车充电量高增

电动汽车充电电量高增，成为上半年电

力消费一大亮点。

截至 6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为 2472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7.18%，已建成

充电桩约 1024.4 万台。上半年，全国电动汽

车总充电量约为 24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6%。全国充电电量主要集中在广东、江

苏、河北、四川、浙江等省份，以公交车和乘

用车为主。

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充电呈现两大特

点：一是增长迅猛，这几年新能源汽车充电

电量增速都在 50%以上；二是增长预期较

高。根据行业对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预测，

2025 年、2030 年总充电量将分别为 1423 亿

千瓦时、3839 亿千瓦时，将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 1.9%、4.6%。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对配电网供电

服务带来较大挑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

秘书长兼电动交通与储能分会会长刘永东

说，一方面大量新能源汽车无序充电带来的

影响日益突出，特别是晚高峰居民充电负荷

集中增加，导致配电网负荷“峰上加峰”；另一

方面，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尖峰充电需求，需要

不断加大配电网增容改造，导致配电网设备

平均负载率降低，造成资源浪费。

刘永东建议，为减轻电力供需压力，要

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电网保障能

力，提高电网输电能力和稳定性，确保能够

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推广智能有序

充电技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优化充电管理，实现动态调度，减少对电网

的影响。鼓励充电运营商因地制宜建设光

储充一体化场站，促进交通与能源融合发

展。通过制定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引导用户

在低谷时段进行充电，减少高峰时段的用电

压力，提高电网运行效率。

当前，新能源汽车与电网互动的新模式

已经出现，并逐步发展。这种模式通常被称

为车网互动技术。车网互动技术支持允许

新能源汽车不仅从电网中充电，还能在电网

需要时将电池中的电能回输给电网，从而实

现能量、信息双向流动。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印发了《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

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初步在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鲁、川渝等条件相对成熟的地

区开展车网互动规模化试点示范。

专家表示，车网互动技术已经从理论走

向实践，并且在提升电力保供能力、支撑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年增速将“前高后稳”

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逐步落地，政策

效应持续释放，经济内生动能继续修复，

部分经济指标呈现回升向好态势。综合考

虑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现阶段经济增

长潜力以及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预计，下半年电力消费需求平

稳增长。

天气影响方面，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形

势日趋复杂严峻，极端天气已逐渐成为近几

年气候的显著特征。近年来我国电力负荷

“冬夏”双高峰特征日趋明显，夏季降温用电

负荷占全国最大用电负荷比重达到三成，部

分省份比重甚至超过 40%，气温对用电的影

响越来越突出。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盛夏，除内蒙古东北

部、东北地区中部和北部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天气将拉

动用电负荷快速增加，预计今年夏季全国降

温用电负荷将达到 4.2 亿千瓦至 4.5 亿千瓦。

新型基础设施也是影响用电量走势的

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 5G 网络、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及应用迅速发展，促进这些领域用

电量快速增长。比如，2018 年至 2023 年，以

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处理、云存储、

云加工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年均增长

28.0%，今年上半年用电量增长 33%；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快速建设发展，拉动充换电服务

业用电量年均增长 79.4%，今年上半年用电

量增速继续高达 63.7%。截至今年 6 月底，

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 391.7 万个。根据测算，

这些 5G 基站一年耗电量为 928 亿千瓦时，比

上年同期 5G 基站一年所耗电量增加 234 亿

千瓦时，增长 33.7%。

蒋德斌表示，以上多方面因素将支撑下

半年全国电力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同

时，考虑到 2023 年下半年高基数因素，今年

下半年全国电力消费增速比上半年有所放

缓，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稳定在

5%左右，全年增速呈“前高后稳”态势。

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

冯其予

《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

施》近日发布。这是在前期取得

积极成效的基础上，着眼于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牵引

带动作用，更好释放内需潜力。

今年 3 月以来，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对引导我国居民消费潜

力有序释放、促进循环利用体系

加快完善等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

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限额

以上单位家电和音像器材类商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3.1%，较去年同

期增速加快了 2.1 个百分点。全

国新增 3160 个智能化社区废旧

物资回收设施；全国机动车回收

量达 307.4 万辆，同比增长 24.8%。

当 前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动 能 偏

弱，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贸易摩擦

等问题频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企业经营压力较大。在这种复杂

情况下，下半年，要以提振消费为

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

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

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

中 低 收 入 群 体 的 消 费 能 力 和

意愿。

此次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

新，明确直接安排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用于支持地方自主提升

消费品以旧换新能力，并大幅度

提升补贴标准。系列举措让政策

“真金白银”更加快速便捷直达消

费者，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接下来，要让消费品以旧换

新在消费市场发挥积极、正向作用，将这利民惠民的综合性政

策落到实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大宗消费。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

消费规模大、拉动效应强，此次加力措施突出重点，加大了对

这两个领域的补贴力度。完善全国汽车以旧换新信息平台功

能；改造提升回收网络，畅通家电更新消费循环。同时，坚持

内外资企业和品牌一视同仁，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产品，均

可以平等参与家电以旧换新。

充分发挥创造力，满足居民多元消费需求。家装家居消

费紧贴百姓生活，产业链条长，市场规模大，发展空间广阔。

各地通过因地制宜确定支持标准和支持方式，满足不同群体

多样化消费需求。如北京印发《积极推进家装以旧换新工作

方案》，引导家装企业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强化监督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持续加大对重点

消费品的质量监督抽查力度，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生产

销售单位依法严肃处理。着力加强重点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提升质量安全预警能力。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产品的行为，为消费品以旧换新提供坚实质量保障。

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巡检机器人在甘露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巡检机器人在甘露 330330 千伏千伏

变电站巡检变电站巡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鹏鹏摄摄

2024 年 7 月 31 日，广东—新加坡合作理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以下简称

“知识城”）举行。8 月 1 日上午，星展科技（中
国）试运营揭幕活动在中新智慧园顺利举办。

广东—新加坡理事会成立 15 年来，粤新双
方精诚合作、携手发展，共同促成近 200 项合作
协议和备忘录的签署，结出粤新合作的累累硕
果，见证了知识城从最初的地方合作项目发展
升级为国家双边合作项目的可喜转变。

粤新合作再获新进展
知识城签约项目占“半壁江山”

自 2009 年举办至今，粤新两地的年度盛会
首次选址知识城，这不仅是对知识城高质量发
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对知识城推动中新合
作提质升级的满怀期待。

在 7 月 31 日理事会上签署的 20 项粤新合
作协议中，知识城共签约 10 个重点项目，占总
体签约项目“半壁江山”。预计总投资超 15 亿
元，将全力打造知识城“新加坡企业来中国投
资首选地”品牌。

生物医药方面，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新加
坡星汉德生物医药签署合作协议，星汉德为率
先在全球同时获得美国、新加坡和中国三地临
床批件的 TCR-T 创新药公司，也是新加坡重
点支持的生物医药产业独角兽潜力企业，将在
知识城建立中国总部、大湾区全球创新合作平
台及生产基地。未来 3 至 5 年，总投资额预计
达 10 亿—14 亿元。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也 是 粤 新 合 作 的 重 要 领
域。其中，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
新加坡吉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宝公司”）将共同推进综合能源管理与运营
“能云系统”，在知识城建筑和项目中的集成供
应、运营和管理；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广东智光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与吉宝公

司将合作开发智能低碳城市能源基础设施，将
知识城打造成为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的标杆
和智慧城市发展典范。

此外，人才培养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广
州创新研究院与广汽集团支持的广州新质明
睿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也签署了合作项目，双方
将围绕工业机器人方向、共建科研平台、助力
机器人产业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是新加
坡国立大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旗舰项
目，于今年 3 月 28 日在知识城正式开幕。预计
10 年内将通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校本部为中国
培养 2700 多名专业人才，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提供长期战略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的成
立，是我们致力于国际化、科学探索和技术创
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未来，我们将把新加坡
智慧城市的经验和大湾区的发展潜力和需求
相结合，共同迎来未来社会的挑战。”新加坡国
立大学校长表示。

星展科技（中国）落户
新模式新业态踏浪而来

8 月 1 日上午，星展科技（中国）试运营揭
幕活动在中新智慧园顺利举办，粤新两地政府
和企业代表团共同在现场见证这一硕果。

星展银行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知名的商
业银行，也是亚洲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
2023 年，星展银行在广东—新加坡合作理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知识城中新
智慧园建设其全球第三个金融科技研发中心。

此前，星展银行已在全球设有 2 个主要的
技术创新中心，分别位于新加坡和印度的海得
拉巴。与另外 2 个科技研发中心不一样的是，
星展科技（中国）将充分利用广深地区丰富的
资源人才库和技术优势。未来 5 年，聚集 2000

余名科技类高端人才，加速金融产业与人工智
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业态的深度融合，发挥
数字化转型、前端开发等高新技术核心优势，
通过构造区块链与机器学习生态系统，为大湾
区乃至全国科技企业产业链提供专业的数字
化解决方案。

“这里科技创新活力涌动，将为经济增长
增添强劲动能。我们将依托位于广州的科技
研发中心，进一步提升提供数字银行解决方案
的能力，更好服务大湾区客户的同时，实现自
身转型发展。”星展集团首席执行官在谈及为
何选择大湾区、选择知识城时说道。

作为粤新深化合作的结晶，中新广州知识
城深度链接创新资源，吸引大批新加坡科技成
果转化落地。其中，新加坡相关科技部门、百
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知识城（广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新一代针对多种自身
免疫疾病的多特异性抗体研发及商业化的合
作协议》尤为瞩目。百吉生物与新加坡相关科
技部门将联合开发新一代针对多种自身免疫
疾病的多特异性抗体。前期开发完成后，将由
中新肿瘤防治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医学中心
负 责 项 目 在 知 识 城 的 落 地 及 中 国 市 场 的 商
业化。

十四年建设成效显著
中新合作迈向“新高度”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国家双边合作
项目，奠基建设 14 年来，知识城从一片阡陌桑
田蝶变成为一座知识经济的样板之城。

以 302 米高的知识塔为引领，知识城正在
加快建设 2 平方公里中新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示
范区，依托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
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等枢纽型平台，广泛汇聚
全球智慧资源，努力打造要素更为集中、链条
更为完善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为粤港澳大湾

区和新加坡两地企业和人才搭建更多“双向奔
赴”舞台，加快挺起广州活力创新轴“硬脊梁”，
辐射带动广州东北部高质量发展。

7 月 28 日，在广东—新加坡合作理事会举
办前夕，新加坡本土高端品牌悦榕庄酒店在知
识城打造的 180 米地标项目实现封顶，不仅成
为知识城九龙湖畔一览众山小的一道亮丽风
景，也将见证知识城与新加坡合作不断取得一
个又一个里程碑式发展。

截至目前，知识城与新加坡在中新双边机
制会议上累计签署 83 个合作项目，吸引进驻百
吉生物、来恩生物、新果农业科技等新加坡优
质企业 100 多家。在中新双方共同浇灌下，这
些来自“狮城”的种子在知识城迅速茁壮成长、

次第绽放、结出硕果，并带动了超 300 多家外资
企业在这里竞相落户，让知识城迅速发展成为
吸引全球创新创业、投资兴业的“强磁场”“新
热土”。

展望未来，知识城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
东联动增城打造广州东部中心、向南协同南沙
构建湾区活力创新轴、向北推动空港国际性枢
纽融合发展，借助中新合作平台，推动更多世
界科技组织在知识城集聚，合力构建一座知识
之城、创新之城、未来之城、幸福之城，打造成
为中新两国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合作典范。

（数据来源：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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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吉生物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取样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