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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双控目标完成形势严峻是导致本轮限电限产的直接原因。从国家发

改委今年公布的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来看，能耗强

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列为一级预警的省份较一季度均有增加。在今年政策层

面对“双碳”目标格外关注的背景下，通过限电限产减少企业能源消耗是

缓解地方达标压力的重要选项。具体来看，本轮限电限产主要由两条宏观

逻辑驱动。 

逻辑之一：出口高景气带动国内工业生产走强，对高能耗工业品的需求

量加大。防疫物资、全球复苏、美国财政转移支付及供给替代等因对疫后

中国出口订单形成支撑。出口高景气带动国内工业生产走强，对钢铁、水

泥、电力等重点能耗行业产品的消费量明显加大，控能耗压力较大。 

逻辑之二：“双碳”目标下煤炭供应紧张，发电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双

碳”目标下，煤炭产能削减，产量增速下滑，供需失衡导致库存锐减，极

大地推高了煤炭价格。我国发电结构中，火电占据主导地位。风电等清洁

能源尽管发电量增长较快，但在电力结构中占比依然不高。电力消费的快

速增长带来了较大的供应压力，结果造成火电企业发电成本上升，但由于

电价缺乏弹性，无法充分向下游传导成本，发电企业不得不面临亏损局面，

故而缺乏足够的供给意愿。 

对于限电限产的政策走向，我们有如下判断：一是海外供给恢复、防疫

物资需求回落、全球经济复苏斜率转平及美国即将步入主动去库存阶段等

因素工作下，中国出口增速将出现明显放缓，10-11月限电限产政策可能

边际上缓和。二是煤炭供给紧张格局难改，不排除12月冬季用电高峰限

电限产政策再度加码的可能性。 

防止运动式“减碳”背景下，仍有望迎来政策纠偏。从历史经验来看，限

电限产更多是应对能耗压力的临时性举措，难以成为常规性的政策选项。

7.30政治局会议也提到，要“纠正运动式‘减碳’”，如果执行力度过大，

四季度也存在政策纠偏的可能性。 

风险提示：出口增速超预期；政策变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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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期限电限产背后的宏观逻辑 

（一）多地能耗双控目标完成预警是直接原因 

“十一五”以来，我国开始加大对能源消耗控制问题的重视，每个五年规划都制定了能耗

强度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 规划中除提出能耗强度约束外，首次提出了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的要求，正式开始实施双控考核。其中，能耗强度属于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能源

消费总量是鼓励完成的预期性指标。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会公布上年已完成和当年

需要完成的能耗强度目标。从 2019 年开始，我国单位能耗强度就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

2019 年单位能耗强度实际下降 2.6%，2020 年由于疫情特殊原因，单位能耗强度仅下降

0.1%，近几年完成能耗控制任务的形势较为严峻。 

 

图 1：我国能耗双控政策的演进历程 

 

资料来源：西部证券研发中心整理 

 

表 1：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能耗强度目标和实际完成情况 

年份 目标值 实际值 

2015 3.1%以上 5.60% 

2016 3.4%以上 5.00% 

2017 3.4%以上 3.70% 

2018 3%以上 3.10% 

2019 3%左右 2.60% 

2020 - 0.10% 

2021 3%左右 - 

资料来源：Wind，政府工作报告，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十一五：全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源消耗指标从

2005年的 1.22吨标煤/万

元下降到 2010 年的 0.98

吨标煤/万元，降幅 20%左

右。 

十二五：实施能源消费

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

制，能源消费总量 40

亿吨标煤，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比 2010 年

下降 16%。 

十三五：实施能源和水资源

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

度双控行动，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在 50 亿吨标准煤以

内，单位 GDP 能源消耗比

2015 年降低 15%。 

 

 

十四五：完善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

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降低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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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发改委今年公布的一季度和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来看，能耗

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列为一级预警的省份较一季度均有增加。其中，能耗强度列为一级预

警的省份由 7个增加至 9个，能源消费总量列为一级预警的省份由 6个增加至 8个。此外，

云南、广西、广东三个省份在年内双控指标两次被列为一级预警，这些省份也是近期发布

限电限产措施较多的地区。在今年政策层面对“双碳”目标格外关注的背景下，通过限电

限产减少企业能源消耗是缓解地方达标压力的重要选项。具体来看，本轮限电限产主要由

两条宏观逻辑驱动。 

图 2：各地区一季度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完成情况  图 3：各地区上半年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4：各地区一季度能耗强度目标完成情况  图 5：各地区上半年能耗强度目标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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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红色为一级预警，表示形势十分严峻；橙色为二级预警，表示形势比较严峻；绿色为三级预警，表示进展总体顺利；粉

色为数据暂缺，不纳入预警范围 

（二）逻辑之一：出口高景气带动国内工业生产走强，对高能耗工业品的需求

量加大 

正如我们在 9 月 6 日发布的报告《出口因素的驱动逻辑》中提到的，防疫物资、全球复苏、

美国财政转移支付及供给替代等因素对中国出口订单形成支撑。出口高景气带动国内工业

生产走强，对钢铁、水泥、电力等重点能耗行业产品的消费量明显加大。1-6 月，高能耗

工业品中的水泥、发电量增速分别为 14.1%和 13.7%，均领先于 12.7%的 GDP 增长水平，

能耗管控压力较大。 

图 6：高能耗工业品产量与 GDP 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三）逻辑之二：“双碳”目标下煤炭供应紧张，发电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双碳”目标下，煤炭产能削减，产量增速下滑，供需失衡导致库存锐减，极大地推高了

煤炭价格。我国发电结构中，火电占据主导地位。2021 年 1-7 月，火电贡献了全国 72%

的总发电量。从前 7 月累计同比增速来看，火电甚至领先于总发电量，水电供应则表现不

佳，同比增速仅有 0.48%，风电等清洁能源尽管发电量增长较快，但在电力结构中占比依

然不高。电力消费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较大的供应压力，结果造成火电企业发电成本上升，

但由于电价缺乏弹性，无法向下游传导成本，发电企业不得不面临亏损局面，故而缺乏足

够的供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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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煤炭产量缩减，库存下滑，价格飙升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8：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二、本轮限电限产会持续多久？ 

（一）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下滑，10-11月限电限产压力或有缓和 

在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下，我国出口增速短期仍有一定支撑，但在欧美疫苗接种后防疫物资

出口放缓、全球经济复苏斜率平坦化、美国个人消费结构逆转、中国对日韩出口的供给替

代逻辑削弱这几项因素的影响下，四季度出口会明显下滑至个位数区间，对国内工业生产

的支撑也会弱化，企业耗电量可能会自然下行。此外，因 10-11 月份非季末“考核时点”，

各地达标压力会阶段性减轻，限电限产政策边际上可能会有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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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中国出口增速与全球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表 2：日韩出口增速相对全球制造业 PMI 的弹性系数 

测算区间 日本出口增速相对全球制造业 PMI弹性系数 韩国出口增速相对全球制造业 PMI弹性系数 

2010-2019 3.99 5.26 

2010-2020 3.46 4.13 

2010-2021.6 3.91 4.46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二）煤炭供给紧张格局难改，限电限产政策或于冬季用电高峰期再度加码 

从供给方面来看，短期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很难改观，全国多地限产限电政策的相继执行，

虽会带来煤炭需求的回落，对冲部分价格上涨压力，减轻发电企业成本负担。但价格传导

堵点的打通，上中下游行业利润格局的改变，都需要时间，在供给侧逻辑居于主导地位的

情况下，还需要等待需求端信号的进一步明确。此外，12 月进入冬季用电高峰，电力供

应紧张下，不排除限电限产政策再度加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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