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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电力消费结构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1 

秦红涛 田钧 

（河南省统计局，河南郑州 450008） 

【摘 要】随着生产、生活领域电气化水平的稳步提高，特别是近年来能源清洁化政策的深入实施，电力对于中

国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本文回顾了“十三五”以来河南电力消费发展情况，通过和江苏、浙江两省份

对比，指出当前河南电力消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河南电力消费结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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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以来，新常态阶段中河南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一是 2017年河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0.16%,

首次升至 50%以上;二是 2018 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升至 47.2%,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与此同时，河南全社会电力消费出现工业

用电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居民生活用电比重大幅提高，经济发展电力消费强度2逐年下降等变化。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

业强省江苏、浙江相比，河南工业用电中高载能制造业比重偏高、全社会用电中工业用电比重偏低、新兴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用

电比重偏小等问题比较突出，亟待从加大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力度、加速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着手解决，为新发

展格局下河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一、“十三五”以来河南电力消费 

变化的主要特征 

“十三五”以来，河南经济社会在经济新常态阶段的转型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制造业比重不断提高,高新技术工业行

业发展加速，城镇化快速平稳推进，服务业逐步确立主导地位，经济发展不断向要素与创新双重驱动转变，经济实现中速平稳

增长。这些经济社会中的深刻变化,带动河南全社会用电规模扩大的同时，全社会电力消费结构、三:次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内部结构呈现出许多积极变化。 

（一）全社会用电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电力消费强度下降，用电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2019年河南省全社会用电量 3364.17亿千瓦时，比 2015增长 16.8%,4年年均增长 4.0%,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需求的

                                                        
1作者简介：秦红涛（1975—）,男，四川峨眉山人，高级统计师，研究方向为能源统计；田钧（1973-）,男，河南濮阳人，经济

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 
2经济发展电力消费强度指一定时期内某一区域经济体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电力数量。本文以 2015年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

和电力消费量数据计算得到 2015-2019年河南经济发展和三次产业、相关行业的电力消费强度（万元生产总值消耗电力数量）。

本文应用的河南三次产业、工业和城乡居民电力消费数据为国家电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全社会口径用电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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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拉动作用"同时，随着河南工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以低耗能为特征的服务业快速发展，前期工业结构偏重、能耗

水平偏高的问题不断改善，经济发展电力消费强度明显下降（见图 1）。2019 年河南经济发展电力消费强度为 552.62 千瓦时/

万元，即每万元 GDP消耗 552.62千瓦时电力，比 2015年减少 124.37千瓦时。 

 

同 2015年相比,2019年河南全社会用电总量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一是第二产业和工业用电比重大幅下降,2019年全省第二产

业、工业在全社会用电量中比重分别为 64.2%和 62.9%,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1.5 个、11.9个百分点；二是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比重明显提高,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比重分别升至 16.3%和 18.2%,分别提高 6.7个、5.4个百分点;三是第一产

业用电比重明显下降，比重为 1.3%,比 2015年降 0.6个百分点，降幅约占 2015年比重的 1/3（见表 1）。 

表 1 2015、2019年河南全社会用电量构成情况 

（单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城乡居民   

工业 生活用电 城镇居民 乡村居民 

2015 年 1.9 75.7 74.8 9.6 12.8 5.7 7.1 

2019 年 1.3 64.2 62.9 16.3 18.2 8.6 9.6 

4年来变化 -0.6 -11.5 -11.9 6.7 5.4 2.9 2.5 

 

（二）农业现代化带动第一产业用电增长、结构优化 

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2019 年粮食产量创出 1339 亿斤的历史新高（全国排名第 2）。在切实履行好中央赋予河南

保障全国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十三五”期间河南农业持续较快发展,201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 2015年增长 16.9%,高于全

国同期增速 2.4个百分点，农业用电呈现出更为突出的现代农业特征。 

一般而言，室内农业更发达、规模化养殖更普遍、技术含量更高的现代化农业的电力消费强度，要明显大于以粮食等大田

作物为主、养殖分散化的传统农业。2019 年河南省第一产业3用电总量 43.22 亿千瓦时，比 2015 增长 60.8%,其中农、林、牧、

渔业用电分别增长 37.5%.48.7%J34.1%.85.3%:第一产业电力消费强度 93.59 千瓦时/万元,比 2015 年提高 26.65 千瓦时/万元,

其中农、林、牧、渔业电力消费强度分别比 2015 年提高 10.58 千瓦时/万元、12.78 千瓦时/万元、62.90 千瓦时/万元、52.01

                                                        
3
第一产业用电量：按 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第一产业用电量由农林牧渔业用电量构成，农林牧渔服务业用电量计人第

三产业用电量。2015年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用电量按此标准进行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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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时/万元；农、林、牧、渔业用电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结构由 72.1:2.4:22.1:3.4演变为 61.7:2.2:32.2:3.9,农业用电下降

10.4个百分点，基本由畜牧业取代（畜牧业用电份额提高 10.1个百分点）。 

（三）高载能行业节能降耗工作成效显著，拉动工业和第二产业用电规模不同程度缩小，消费强度明显下降 

“十三五”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河南省工业企业特别是六大高载能行业企业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不断

加大节能降耗技术研究和应用力度,4 年来高载能行业用电规模不升反降,2019 年六大高载能行业用电总量 1460.19 亿千瓦时，

比 2015年下降 6.6%；行业用电占第二产业比重 67.6%,下降 4.2个百分点。除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用电量增长 16.7%、比重

提高 3.5 个百分点外，其他 5 个高载能行业用电量、比重都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铝冶炼加工行业所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下降幅度较大，用电量比 2015年下降 22.3%,比重下降 4.8个百分点（见表 2）。 

在六大高载能行业成效显著的节能降耗工作带动下，河南省工业、第二产业用电规模同步缩小，电力消费强度大幅下降。

2019年，全省工业电力消费总量 2116.37亿千瓦时，比 2015年下降 1.8%,电力消费强度 1086.33千瓦时/万元，下降 25.4%；第

二产业用电总量 2160.67 亿千瓦时，下降 0.9%,电力消费强度 913.60 千瓦时/万元，下降 24.8%。2019 年，全省建筑业用电量

45.81亿千瓦时，增长 86.4%,由于比重过小，未能拉动第二产业用电增长;2019年建筑业电力消费强度在机械化程度提高作用下

提高 40.6%,升至 107.82千瓦时/万元。 

（四）第三产业用电规模快速扩张，用电强度大幅提高 

“十三五”期间，河南第三产业持续快速发展，2018年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升至 47.2%,超过第二产业 3.1个百分点;2019

年比重升至 48.2%,高出第二产业 4.5个百分点。2019 年全省第三产业用电量 549.68 亿千瓦时，比 2015 年大幅增长 80.6%；电

力消费强度 254.95千瓦时/万元，增长 26.7%。第三产业主要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电力

消费规模扩张较快，分别比 2015 年增长 50.7%、193.6%、60.7%；3 个行业电力消费强度明显提局，分别提局 36.03 千瓦时/万

元、286.50千瓦时/万元、36.94千瓦时/万元，升至 309.78千瓦时/万元、538.57千瓦时/万元、184.14千瓦时/万元。 

表 2 2015、2019年河南第二产业用电量构成情况 

行业 
2015 年 2019 年 4年来变化 

用电量（亿千瓦时） 比重（%） 用电量（亿千瓦时） 比重（%） 用电量增长（％） 用电比重（%） 

第二产业 2179.37 100.0 2160.67 100.0 -0.9 - 

工业 2154.79 98.9 2116.37 97.9 -1.8 -1.0 

#非高载能行业 591.04 27.1 656.18 30.4 11.0 3.2 

六大高载能行业 1563.75 71.8 1460.19 67.6 -6.6 -4.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65.59 3.0 59.48 2.8 -9.3 -0.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51.38 11.5 208.23 9.6 -17.2 -1.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2.81 8.4 177.25 8.2 -3.0 -0.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44.73 6.6 132.58 6.1 -8.4 -0.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86.65 22.3 377.90 17.5 -22.3 -4.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32.59 19.8 504.76 23.4 16.7 3.5 

建筑业 24.58 1.1 45.81 2.1 86.4 1.0 

 

（五）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国家能源清洁化政策实施，共同推动居民生活用电规模快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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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城镇化是居民生活用电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十三五”时期，河南正处于城镇化发展较快的中期

阶段,2017年城镇化水平超过 50%,2019年达到 53.21%,比 2015年提高 6.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常住人口，一方面,

基本不再使用薪柴、煤炭等传统燃料，生活用能转向更为清洁的燃气和电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家用

电器的广泛使用,城镇居民人均用电量也在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我国能源清洁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尤其近年来“以电代煤”“以

电代油”等电能替代举措在河南积极推进,全省城乡居民电力消费需求也进一步释放。2019 年，河南城乡居民用电总量 610.60

亿千瓦时，比 2015年增长 65.4%,其中城镇居民用电增长 74.6%,乡村居民用电增长 58.0%;城乡居民人均年用电量 558.70千瓦时，

比 2015年大幅增长 61.9%。 

二、当前河南电力消费反映出的问题 

电力是重要的能源和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近年来，国家能源清洁化战略的实施不断提

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社会经济对电力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加，电力消费更为直观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

水平和特征。对标我国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强省江苏、浙江的电力消费情况，河南存在高载能制造业在工业用电中比重偏高、工

业在全社会用电中比重偏低和居民人均用电水平偏低等方面问题，直接反映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不足,需引起重视。 

（一）高载能行业在工业用电中比重偏高，工业用电在全社会电力消费总量中比重偏低 

为避免经济过度依赖金融等服务行业，规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风险,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

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徐州考察时强调：“我们这

么大一个国家，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把握住实体经济，走工业强国的道路,把制造业搞上去。”要求全国各

地区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必须把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把握好二、三产业发展平衡，不

能片面追求第三产业发展。 

位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江、浙两省，工业创新研发水平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无论家电、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行

业，还是医药、电气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行业，两省许多企业居于全国行业领导者的位置。河南和江、浙两省先

进制造业发展方面的差距，在行业用电方面体现为“一高一低”，即高载能制造业在工业用电中的比重明显偏高、工业在全社

会电力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明显偏低。 

2019年，河南四大高载能制造业在工业用电中占比 42.3%,分别比江苏、浙江高 16.7个、26.2个百分点;河南工业在全社会

用电总量中占比 62.9%,分别比江苏、浙江低 8.2 个、6.0 个百分点。虽然江、浙两省高载能制造业在工业用电中的比重较低，

但产品位于工业产业链后端、市场需求良好的先进制造业,通过带动整体工业快速发展，最终提高两省工业用电在全社会用电量

中的比重。4 个高载能制造行业当中,河南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用电比重高出两省较多，分别比江苏、浙江高 16.7 个和

16.2 个百分点；其他 3 个行业中，除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比重小于浙江 4.4 个百分点以外，其余两个行业用电比重不同

程度高于江、浙两省（见表 3）。 

表 3 2019年浙江、江苏、河南三省工业和高载能制造业用电占比情况 

（单位：%） 

省份 
工业在全社会 

用电中比重 

四大高载能制造业 

在工业用电中比重 

 

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江苏 71.1 25.6 9.0 4.7 10.7 1.2 

浙江 68.9 16.1 7.4 5.2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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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62.9 42.3 9.8 8.4 6.3 17.9 

河南比江苏 -8.2 16.7 0.8 3.7 -4.4 16.7 

河南比浙江 -6.0 26.2 2.4 3.2 4.6 16.2 

 

（二）代表产业升级方向的新兴服务行业用电比重偏低 

和第三产业发展更为成熟的江、浙两省相比，河南和商贸相关的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电比重都较

高,2019年批发和零售业用电比重分别高出江苏、浙江 14.6个、12.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高出 4.8个、3.7

个百分点；知识技能特征更为明显的新兴服务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服务

及管理组织行业），以及近年来行业升级特征明显的住宿和餐饮业，河南相关行业用电比重普遍低于江、浙两省（见表 4）,其

中房地产业、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比重分别小于江苏 8.0个、6.5个百分点，差别较为明显。 

表 4 2019年浙江、江苏、河南三省第三产业中主要行业用电比重情况 

（单位：%）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 

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公共服务及管

理组织 

江苏 10.4 7.0 19.8 6.3 1.4 16.4 4.7 30.6 

浙江 11.5 8.0 22.1 8.3 2.0 10.8 6.7 28.9 

河南 15.2 4.3 34.4 4.8 1.1 8.4 1.8 24.1 

河南比江苏 4.8 -2.7 14.6 -1.5 -0.3 -8.0 -2.9 -6.5 

河南比浙江 3.7 -3.7 12.3 -3.5 -0.9 -2.4 -4.9 -4.8 

 

（三）居民年均生活用电量水平偏低 

居民年均生活用电量的高低，直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用的大小。2019年,全国、河南、江苏、浙江人

均生产总值分别为 70892元、56388元、123607元、197024元（当年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0.60%,53.21%.70.61%,70.00%®4,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仍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这一差距在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方面也十分明显,2019年河南城乡居民人均用电量

558.70千瓦时，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76.2%,相当于江苏、浙江两省的 58.7%.50.5%., 

三、优化电力消费结构，促进河南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建议 

河南电力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以解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和今后相当长

的发展阶段中，我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针对当前电力消费反映出的问

题和不足，河南要按照党中央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以高质量发展为标准和目标，针对行业特点

不断加以优化和改善，有效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全国、江苏和浙江 2019年部分数据来源于全国和两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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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扩大全社会电力消费规模，优化三次产业和居民内部用电结构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工业发展提供更优载体支撑和要素聚集条件、扩大居民消费、推动服务

业发展等扩大经济内循环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在未来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将更为突出。作为农业、人口大省，河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居民需求

之间的缺口十分明显,农业转移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现象较为普遍。未来,河南应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持

续加大财政在电水路气、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公共服务加速要素循环的能力，

在实现河南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断扩大全社会电力消费规模，优化三次产业和居民内部用电结构，提高居民年

均用电水平。 

（二）用好差别电价政策，助力河南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 

近年来，河南在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针对落后产能、特别是低水平高耗能企业的差别化电价政策,在去产能方面

发挥了良好政策效果。今后，在持续实施工业转型升级、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结合河南规

划确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等战略新兴行业特点，制定更为细化的差别化电价政策，鼓励新兴行业加快发展。

同样，对于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室内种植业、规模化养殖业等现代农业项目，以及知识技能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可根据

河南各地实际情况和重点发展方向，灵活给予更多差别化电价优惠。 

（三）大力提高电力生产、供应企业科技和管理水平，加强行业监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优保障 

作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企业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能源品种，电力价格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高低和利润多寡。主管部门应采取

有力措施，引导和鼓励电力生产、传输和转供电企业大力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加强企业管理,减少不必要电力损耗和费用，不断

降低终端售电成本。同时，各级价格管理部门、价格监督检查部门要会同电力部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广泛宣传、认真落

实,持续大力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行为,确保各项电价优惠政策执行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