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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修复速度领先全国，农业农村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

小，新能源行业用电量增速领跑其他行业；6 月 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相对

去年同期增长 1.1%，经济修复情况较好。 

 电力指标更是可以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与经济结构变化。作为重要

的工业品投入，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速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同步性

较高。近年三大产业和居民用电的结构变化也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正在

优化：1）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下降，2）第三产业和居民用

电比重上升。 

 工业是主要耗电部门。从三大产业和居民用电量情况来看，三大产业和

居民用电量分别占 1.08%、68.32%、16.41%和 14.19%。四大高耗能制造

业是第二产业中主要耗能部门。第二产业中，采矿业、制造业、公共事

业和建筑业用电量分别为 3.6%、50.24%、13.25%和 1.37%。四大高耗能

行业有色、黑色、化工和非金属四个行业耗电量分别为 8.53%、7.86%、

6.27%和 5.11%。 

 采矿业电力成本最高，四大耗能行业次之。成本超过 5%的行业有 10 个，

分别为有色金属采矿业（15.3%）、黑色金属采矿业（14.77%）、非金属

采矿业（12.92%）、煤炭开采和选洗业（7.4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7.22%）、非金属制品业（7%）、化工（6.47%）、黑色（6.41%）、

有色（6.4%）和金属制品业（5.67%）。 

 从各地区用电量增速来看，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修复速度领先全国。中

部地区（江西、安徽、湖南）和西南地区（广西、云南、四川、西藏）

增速较快。而东北、华北地区修复较慢。5 月湖北地区开始有计划的复

工复产，全省用电量增速 2.52%，也有较好表现。 

 从产业和居民消费用电增速来看，农业农村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

农业和农村用电情况反映今年农产供给稳定，粮食安全无虞。从修复角

度看，第三产业修复速度相对较快。 

 用电量数据为我们提供较多的细分领域信息。细分行业领域亮点较多，

用电量反映修复较好的行业有新能源、基建、高科技、必选消费、医药

和汽车行业；整体上看新能源>基建>高科技产业>必选消费>医药>汽车。

交通运输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从高频数据 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来看，6 月 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相对去年同期增长 1.1%，处于过去 5 年历史均值水平。同时，6月制造

业和非制造业 PMI 指数均处于扩张区间，整体上反映 6 月生产恢复相对

较好。 

 风险提示：南方洪灾影响超预期，影响用电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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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结构变化反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现代经济生活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电的使用，电可谓是经济的“血液”。而电力指标更是可以反映国

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与经济结构变化。作为重要的工业品投入，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速与工业企业

利润增速的同步性较高。近年三大产业和居民用电的结构变化也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正在优化：1）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下降，2）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比重上升。 

我们首先分析我国经济中用电量的结构及电力在各行业中的成本占比，在进一步从中观角度观察现

阶段各行业的修复情况。 

 

图表 1. 用电量变化与经济同步性较高  图表 2. 用电量结构变化反应经济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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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四大高耗能制造业耗电量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社会用电量使用的结构。 

工业是主要耗电部门。从三大产业和居民用电量情况来看，三大产业和居民用电量分别占 1.08%、

68.32%、16.41%和 14.19%；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最高。但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及能耗降低，

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由 2009 年的 74%下降到 2019 年的 68.3%。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量比重由 2009 年

的 23.3%上升到 2019 年的 30.6%，其中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最快。 

四大高耗能制造业是第二产业中主要耗能部门。第二产业中，采矿业、制造业、公共事业和建筑业

用电量分别为 3.6%、50.24%、13.25%和 1.37%；其中制造业耗电量最高。制造业中，四大高耗能制造

业（钢铁、有色、非金属和化工）耗电量约为 28%，非耗能行业用电量约为 22%。四大高耗能行业

有色、黑色、化工和非金属四个行业耗电量分别为 8.53%、7.86%、6.27%和 5.11%。耗电量超过 2%的

行业还有金属制品（3.24%）、纺织业（2.28%）和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制品业（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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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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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证券 

 

图表 4. 2019 年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占制造业用电量一般以上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采矿业及四大耗能行业电力成本最高 

我们接着观察各行业电力成本占比。 

采矿业电力成本最高，四大耗能行业次之。从成本角度看，电力是各行业必不可少的中间品投入。

我们根据 2017 年各行业投入产出表计算各行业电力热力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成本超过 5%的行业

有 10 个，分别为有色金属采矿业（15.3%）、黑色金属采矿业（14.77%）、非金属采矿业（12.92%）、

煤炭开采和选洗业（7.4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7.22%）、非金属制品业（7%）、化工（6.47%）、

黑色（6.41%）、有色（6.4%）和金属制品业（5.67%）。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0.98%）、汽车制

造业（0.93%）、农副食品加工业（0.91%）、烟草制品业（0.8%）和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0.7%）五个行业电力成本不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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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各行业电力热力成本占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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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证券 

 

图表 6. 各行业电力热力成本占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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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证券 

 

从用电量看此次疫情的影响及各行业修复情况  

从各地区用电量增速来看，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修复速度领先全国。5 月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 4.6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 13 个，其中，广西（13.17%）、江西（12.43%）和安徽（10.25%）三省

增速超过 10%。其中中部地区（江西、安徽、湖南）和西南地区（广西、云南、四川、西藏）增速

较快。而东北、华北地区修复较慢。5 月湖北地区开始有计划的复工复产，全省用电量增速 2.52%，

也有较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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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南方地区修复快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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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从产业和居民消费用电增速来看，农业农村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第一产业用电量 3 月至 5 月

一直保持正增长，5 月用电量增速达 15.5%；同时，乡村居民用电量一直保持较快增速，3 月至 5 月

增速均在 12%之上。农业和农村用电情况反映今年农产供给稳定，粮食安全无虞。从修复角度看，

第三产业修复速度相对较快。第三产业 3 月、4 月收到冲击较大，从 5 月用电量来看，修复速度较快。

城镇生活也恢复较快，5 月用电增速 14.5%，较 4 月上行 12.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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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农业修复速度快，农村居民日常生活受疫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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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用电量数据为我们提供较多的细分领域信息。细分行业领域亮点较多，用电量反映修复较好的行业

有新能源、基建、高科技、必选消费、医药和汽车行业；整体上看新能源>基建>高科技产业>必选消

费>医药>汽车。1）新能源领跑其他行业，5 月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和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增

速分别为 194.7%和 57.6%；其中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连续三个月用电量增速超过 100%。2）基建托

底效果显著，5 月土木工程建筑业用电量增速 29.3%。3）高科技行业修复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5 月用电量增速 18.5%。4）必选消费用电量增速也相对较快，食品制造业和农副食品

加工业增速分别为 16.9%和 10.4%。5）防疫物资生产增速较快，5 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用电量

增速 16.8%。6）可选消费的汽车制造业 5 月增速 14.2%。 

交通运输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5 月其他交通运输业影响较大，航空运

输业、港口岸电、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用电量增速继续大幅下滑，5 月分

别录得。劳动密集型行业受疫情影响也较大，纺织业和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 月用

电量增速分别下降 11.1%和 11.2%。 

 

图表 9. 用电量增长超过 10%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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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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