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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导致的电力需求变化探究
基于深圳市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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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智超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摘要 电力工业既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拙产业
。

用 电量 可以准确反映现代工业 生产与 能源消耗的 密切关系
,

是
“

克 强指数
”

的

重要指标
。

近年
,

尽管中国 增长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
,

但是用 电量 的下降幅度却远高于
,

形成较强 的反差
。

本文基于深圳市数

据
,

针对现阶段用 电量 与宏观经济之间背离的现象
,

从产业结构 因素角度切入进行探讨
。

结论表明
,

由于近年来的结构优化
,

深圳市第三

产业 比重上升
,

导致用 电量数据的波动幅度超过
,
而且这仅是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背离现象

,

不会是一个长期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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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电力工业既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

,

也是社会公用事

业
,

经济及社会发展与电力消耗密不可分
。 “

克强指数
”

源于李克强

总理 年的一次外事接待活动
,

具体是指通过耗电量
、

铁路货运量

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地区经济状况
。 “

克强指数
”

作为上述三

项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

提供了观察工业生产
、

能源消耗以及经济运行

状态的一组定量观察指标
,

对推测经济运行态势具有先行意义
,

其中

耗电量作为三大指标之一
,

被称为经济晴雨表
。

同时
,

众多学者的研

究结论也表明耗电量和工业生产关系最紧密
,

两者走势几乎趋同
,

姜

磊等 采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
、

协整与因果检验来研究 电力消费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
,

结果发现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处于稳定

的均衡状态且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

中国 增长率出现一定幅度下滑
,

但相对其他国家
,

中国经济增长

依然一枝独秀
。

令人困惑的是
,

这一时期的用电量数据并不能很有力

的支持相对高速的 增长率
,

二者出现背离
。

为了认识现阶段用电

量增长率与 增长率的背离问题
,

本文将选择中国深泪为例
,

系统

性分析电力增长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动态演绎过程
,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

探讨导致二者背离的主要因素与深层原因
。

二
、

电力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深泪市作为中国改革开发的桥头堡

,

是能够最敏感的反映国内外

宏观经济变化
,

且最具有经济活动力的城市
。

根据历年 增长率
,

按增长的不 同阶段
,

深圳市 增长率大致可以划分为 一

年
,

一 年以及 一 年三个时间段
。

与经济增长的变动

趋势接近
,

深圳市用电量的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
,

如表 所

示
。

年金融危机后
,

电力需求年增长率仅为
,

下降的幅度要

大大高于经济的下行幅度
,

在某些年份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
。

表 深圳市 尸平均增长率和用电平均增长率比较
一

蛇
一 一

公公 护增长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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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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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抓
。

麟麟 器器

比比率 卜
`

从表 所示数据中可以看出
,

首先
,

宏观经济与用电量之间存在

相关性
,

并且具备同周期波动的特征
,

三个时间段的数据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
。

其次
,

根据两者的比率关系
,

用电量的波动幅度大于宏观

经济波动幅度
,

当遇到经济危机或者转型期时
,

用电量的波动幅度

更加明显
。

这些特征在其它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 赵进文等
,

。

三
、

电力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原因解析
全社会用电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各行业生产用电量的增长情况

。

而在一定时期内生产部 门用电总量的大小则由产值与单位产值用电量

两个因素共同决定
,

即用电量 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产值用电量
。

国内

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单位产值用电量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生产部门用

电量的变化
。

以上两者的变化导致的用电量大幅减少
,

与多种因素相

关
,

刘伟和蔡志洲
、

张立群 等指出特别是与产业结构的

调整有着直接的关系
。

而从 年以来的经济运行周期来看
,

具有工

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增速放缓
,

产能调整与成本变化刺激产业结构变

动等特征
,

以及在抵御冲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贸易转型
、

企业去库存

等反周期特征
。

现阶段
,

电力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

面

产业结构因素

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单位产值用电量变化从而导致电力消费增

长率偏离 增长率的重要因素
,

因为不同产业部门对于单位 消

耗的电量是不同的
,

显而易见
,

第二产业的能耗强度远大于第一
、

第

三产业
,

而第二产业内部来看
,

重工业的能耗强度又大于轻工业
。

因

而
,

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比重越大
,

受其波动导

致的用电量增长率变化就会越明显 反之亦然
。

深泪已逐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
、

金融业
、

物流产业以及创意

文化产业为四大支柱的产业体系
。

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深泪

市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比重
,

各占半壁江山
,

第一产业所占比

重几乎为零
。

第二产业从金融危机初期的 下降到 年的
,

而第三产业则对应上升到
,

反映出这几年深圳市第三产业经过大

力发展
,

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提高
。

而从产业内部来看
,

第二产业按照轻重工业对比
,

二者 比重大致

为 按照行业 大类占比对比
,

占比最大的前几位电子信息业
、

机械

制造业
、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电力供应业分别达到
、 、

、 ,

其中电子信息业占据了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
,

且有上升趋势
,

而机械制造业则同比降低 个百分点
。

第三产业的各

行业增加值均逐年攀升
。

从 到 年
,

年间
,

年度行业增加值

扩大了 倍
。

由此可见
,

近年深圳市 增长率和用电量增长率的偏离和其产

业结构的变迁不无关系
,

随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以及第三产业的比重

上升
,

工业用电量的大幅下降导致用电量增长率下降 同时第二产业

内部产业升级
,

电子制造业等高新产业逐渐替代机械制造业等传统高

能耗产业
,

这也会降低行业的用电能耗
。

根据郑朝霞 年对深圳市第三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
,

传统服

务业 比重下降
,

新兴服务业比重上升
。

深圳市第三产业已经形成以金

融业
、

批发和零售业
、

房地产业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主要行业的传统与新兴服务行业相结合的产业

体系
,

其中金融业的相对实力较强
,

所占比重也最大
。

同时未来还将

在巩固现有行业优势的基础上
,

继续鼓励第三产业做强做大
,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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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径济

新兴服务业
,

这势必进一步挤压第二产业生存空间
。

而根据前文分

析
,

未来由于这个因素导致的用电量增长率下滑还将继续
。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主要 因素
,

贸易因素也是重要的影 响因子
。

刘永璋

从出口 的角度解释
,

由于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 国出口 的大幅冲

击
,

根据中国海 关数据
,

占中国出口 份额的机电产品出口下降快

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

成为直接影响整体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
。

由于需

求紧缩
,

重工业开工不足
,

产能停滞导致的电力需求下降也是影响用

电量增速的重要短时因素
。

深圳市在金融危机之后
,

深圳市出 口产

业
,

譬如外贸
,

轻工业等都受到有一定幅度下挫
,

深泪机械行业的亏

损面则达到
,

利润指标平均下滑
,

根据刘的分析
,

出口下

滑会影响用电量增速
。

由上述分析可见
,

深圳市的用电量增速下滑原

因中出口下降也在其中
。

四
、

结论
在短期内

,

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偏离是一种正常现象
。

用电量

增长率总是围绕 增长率上下波动
,

观察深圳 年到 年的

长期数据发现
,

年均增长率与用电量年均增长率之比为
,

可见

在长期来看
,

两者的变化几乎一致
,

不 同于短期的波动幅度不一致现

象
。

综上所述
,

用电量与经济增速的同步相关性在大多数时间里表现

为周期变动规律趋同的特征
,

但是在经济大幅波动和转折阶段
,

用电

量与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背离的现象
。

这种背离现象是在特

定条件
、

特定因素作用下的短期现象
,

不会是一个长期态势
。

兄
,

曾胜
,

黄登仕 中国能源消费
、

经 济增长与能源效率一基 于
一

年的实证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姜磊
,

吴玉鸣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
、

协整与 因果检验 「 经济前沿
,

赵进文
,

范继涛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内在依从关系的实证 研究

经济研究
,

」杨东伟 从电力数据看经济发展趋势 华东电力
,

何晓颖
,

周晖 基于 协整理论 的电力投资分析与研究 水电能源

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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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在注水开发的条件下
,

要保持一定的地层压力开采
,

减少地层

亏空 根据现有井网特点和油藏地质特征
,

以井组为单元对水井进行

细分
,

即
“

油井完善
、

水井细分
,

局部调整
” ,

对低效井补孔提高注

采对应率 以井组为单元
,

增加注水井点
,

减少注水井段长度
、

提高

储层射孔层位对应率
,

再根据每个井组的具体情况和原注水情况
,

将

注水量分配到每口 注水井的每个注水层段中
,

逐步建立完善的注采系

统 对层系调整和井网加密调整的区域
,

应将层系调整
、

加密调整与

注采系统调整紧密结合
,

统筹安排
。

五
、

结论和建议
根据现有井 网特点和油藏地质特点

,

主要通过水井细分注水
,

低效井补孔提高注采对应率
,

优先考虑地层能量不足
、

注水井点少的

区域
,

增加注水井点
,

补充地层能量 优先利用现有井网注水采液潜

力
,

在现井网已不能满足调整目标时再进行井网调整
,

尽量减少调整

工作量
,

做到少投人多产出
。

注采井网调整与注水产液结构调整相结

合
,

转注井或新水井投注以后
,

应根据油水井连通状况
,

对老注水井

的注水量及层位进行适当的调整
,

对见效油井及时采取相应的提液措

施
,

充分发挥注采调整的效果 在合理利用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前

提下
,

尽量采用各种先进工艺技术和方法
,

提高单井产量和油田的最

终采收率
,

提高油田开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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