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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报告《不容忽视的能源真相》中，我们指出，极端天气和少风缺
水并非独立事件，都和气候系统变化有关。未来极端天气现象可能会越
来越常见，化石能源在某个时间节点的紧缺程度以及可再生能源对于未
来的重要性可能都会不断超出预期。 

今年以来，我们的判断被不断验证，极端气温和少风缺水引发的能源供
需矛盾成为了愈发不容忽视的尖锐问题。今年夏季，北半球的高温、缺
水、干旱，既直接影响到了农业和畜牧业，也间接影响到亚欧美的工业
生产，并最终作用于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政治关系。今年冬季，全球可
能再次迎来冷冬，《自然》杂志日前称气象学家已连续第三年预测拉尼
娜现象，即可能发生罕见的“三重”拉尼娜气候事件。冬季的某个时刻，
寒潮、雪灾和冻害可能推动能源价格再创新高。 

在新旧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能源供需的脆弱平衡关系随时有可能被突
发事件打破。任何异常气候现象，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风险提示：全球气候变化超预期；极端天气发生频次超预期；能源供给
结构变化超预期 

 

 

 

 

 

 

 

 

 

 

 

 

 

 

 

 

 

 

 

 

 

 

 

 

 

 

 

 

 

 



 
 

宏观报告 | 宏观点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 

 

在去年报告《不容忽视的能源真相》中，我们指出，极端天气和少风缺水并非独立事件，
都和气候系统变化有关。未来极端天气现象可能会越来越常见，化石能源在某个时间节点
的紧缺程度以及可再生能源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可能都会不断超出预期。 

今年以来，我们的判断被不断验证，极端气温和少风缺水引发的能源供需矛盾成为了愈发
不容忽视的尖锐问题。 

一、今年夏季气候实况 

（1）高温 

今年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异常强大，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带、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带和伊朗高
压均阶段性增强，形成大范围的北半球环形暖高压带，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半球。南美洲北
部和中非南部也处于南半球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 

大气环流的异常在全球多地形成了极端的高温。根据 ECMWF 统计，今年 7 月是全球有记
录以来最热的三个 7 月之一，平均气温比 1991 年-2020 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0.38°C。 

受持续极强的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带控制，欧洲 7 月平均气温比 1991-2020 年平均值高出
0.72°C，温度上升幅度高于全球。多地高温创出历史新高，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部分地区 7 月均出现 40°C 以上高温，其中英国为历史首次突破 40°C。 

图 1：7 月全球和欧洲气温距平 

 

资料来源：ECMWF，天风证券研究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异常，造成了中国长江流域地区的高温热浪。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
测评估，综合考虑高温热浪事件的平均强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从今年 6 月 13 日开
始至今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达到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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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江流域地区遭遇高温 

 

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2）干旱 

高温侵袭下，欧洲大部分地区 7 月的降水量都低于平均水平，法国当月全国平均降雨量比
1991 年以来 7 月的平均值下降 84%。受降水偏少影响，欧洲 7 月相对湿度低于 1991-2020 

年平均值 4%，创下有记录以来的 7 月最低水平。 

图 3：7 月欧洲相对湿度距平 

 

资料来源：ECMWF，天风证券研究所 

7 月中下旬，欧洲 47%的地区处于干旱警告状态（红色），17%的地区处于最高级别的干旱
警戒状态（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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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欧洲出现大面积旱情 

 

资料来源：EDO，天风证券研究所 

今年长江流域降水量明显偏低，6 月以来降水量为 325.4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3 成，为
历史同期第二少；7 月以来降水量为 143.2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4 成，为 1961 年以来同
期最少，芜湖、南昌 7 月降雨量低于往年水平 100 毫米以上。 

8 月以来，情况出现进一步恶化，长江流域、乌江和长江中下游降水均为历史同期最少，
降雨量不足 20 毫米。受持续高温及降水偏少影响，长江流域出现罕见旱情。 

图 5：主要城市降雨量距平（mm）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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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月以来长江流域降水较往年明显偏低 

 

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7：长江流域出现旱情 

 

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3）河流 

在高温、少雨和干旱的共同作用下，今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持续降低。根据德国联邦水文
研究所，莱茵河、多瑙河、威悉河、易北河等德国代表性河流水位均已低于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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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德国代表性河流水位均已低于警戒线 

 

资料来源：BAFG，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自上而下分别为莱茵河上段、莱茵河下段、多瑙河、威悉河、易北河 

7 月以来，长江干支流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2~8 成，上中游来水量为 1949 年以来同期
最少，三峡来水偏少超过 4 成，汉江丹江口重点水库偏少近 7 成。目前，长江干流及洞庭
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低 4.9~6.1 米，均为有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洞庭湖、鄱
阳湖水体面积较 6 月缩小 75%，相继于 8 月 4 日、6 日低于枯水位，分别为 1971 年、1951

年以来最早。 

从今年中国主要水库站的水位来看，依然存在南旱北涝的特点。8 月前 20 日，位于黄河和
海河流域的水库（大黑汀、密云 、潘家口、岳城、小浪底）水位较往年均值偏高 1%以上，
位于钱塘江和长江流域的水库（新安江、丹江口、三峡）水位较往年均值偏低 1%以上。 

图 9：主要水库站水位距平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二、今年极端气候对能源的影响 

（1）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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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的下降对欧洲水电和核电的出力产生了明显负面影响。根据 Rystad Energy，今年前 7

个月欧洲水力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20%，核电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12%。 

法国的核电占比七成以上、水电占比一成以上，受到了更大冲击。上半年法国水电发电量
同比下降 20.9%，核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15.2%，电力净进口 2.5 太瓦时（1 太瓦时=10^9 千
瓦时），从传统的电力净出口国变为了净进口国。 

6 月法国水电同比下降 35.5%，核电同比下降 27.5%，发电量下降了 19.6%，但用电量受高温
刺激同比增长了 7.9%，电力缺口迅速拉大。欧洲能源交易所的法国 1 年期电力合同价格在
8 月 19 日收报 72.56 欧分/度，1 个月内上涨了 50%以上，1 年内上涨了 7 倍以上。 

图 10：法国水电和核电发电增速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1：法国电力供需增速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长江流域是中国水电开发的重点地区，区域性旱情对国内水电生产形成了明显扰动。7 月
全国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2.4%，增速比 6 月回落 26.6pct；水电发电设备单月利用小时数环
比回落 4.7%，显著异于往年 7 月环比走高的季节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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