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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用电量同比增长6.7％，超过了实际经
济增长率5.2％。为了满足电力的强劲需求，加快绿色电
力的转型发展，中国正在加速引进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为
主的可再生能源。

同时，在能源消费增速高于实际经济增速、煤炭消费
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
排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相关措施也在不断加强。

2023年动向及回顾

2023年电力供需动向
2023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9.2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超过了5.2％的实际经济增速。图1显示了过去五年实

际经济增速和用电量增速的季度变化，到2023年第二季度

为止，两者的变化趋势几乎同步。

图１： 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与用电量增速的季度变化
（2019—2023年，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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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按照国家统计局季度统计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统
计绘制

表1显示了各需求领域用电量增速的季度变化（2022—

2023年），从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用电量的快速增长，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速同样显示出远

超实际经济增速的趋势。据有关方面的分析，这一趋势与经

济复苏有关。其中，电动汽车高速发展拉动充换电服务业

2023年用电量同比增长了78.1％。

表１： 实际经济增速与不同领域用电量增速的季节
变化（同比±％）

2022
１Ｑ 2Q 3Q 4Q 2023

１Ｑ 2Q 3Q 4Q

实际经济增速 4.8 0.4 3.9 2.9 4.5 6.3 4.9 5.2
用电量合计 5.0 0.8 6.0 2.5 3.6 6.4 6.6 10.0
第二产业 3.0 -0.2 2.2 -0.1 4.2 4.7 7.3 9.4
第三产业 6.2 0.0 7.7 3.1 4.1 15.9 10.5 19.1
居民生活 11.8 7.0 19.8 14.9 0.2 2.6 -0.5 2.3

资料来源： 按照国家统计局季度统计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统
计绘制

供电设备方面，截至2023年底，全国总装机容量29.20

亿千瓦，较2022年底增加了3.56亿千瓦，增幅达13.9％。

装机容量的快速扩张主要得益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

大规模装机。截至2023年底，全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分别达到4.41亿千瓦和6.09亿千瓦，较2022年底分别增

加了0.76亿千瓦和2.17亿千瓦。2023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合计增加了近3亿千瓦，规模之大，与日本全国的发电装机

总容量相当。截至2023年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

达到10.51亿千瓦，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30年，风电、太阳

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有望大幅提

前实现。

尽管中国大规模引进可再生能源发电，但煤电仍是中

国电力供应的主力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分析

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煤电发电装机容量11.6亿千瓦，

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39.9％。

从2023年按能源类型划分的实际发电量来看，由于装

机容量的快速增长，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同比增长率分别

高达16.2％和36.7％。而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虽然

有所下降仍然接近六成。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4.9％。

水电出力下降主要由于上半年水电发电量大幅下滑所致。图

2显示了过去五年（2019—2023年）水力发电量的月度变化，

黑色虚线表示的2023年发电量显示，尽管随着新建大型水

电站投入使用，装机容量逐年扩大，但截至7月的每月发电

量仍处于最低水平。

这一趋势在水电占比高达80％的四川和云南两省也很

明显，令人担心2022年夏季出现的电力供需紧张局面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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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省重现，但基于2022年的经验，两省做好了从省外紧急

调电的准备，从8月份开始，水电运行情况明显恢复，并未重

现2022年电力供需紧张局面。

图２：水电发电量的月度变化（全国2019—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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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编制

表２：2023年电力统计快报

单位 2023年
全年数值

同比 
增长率

(％)
备注

用电量 亿千瓦时 92,241 6.7 国家能源局1月18日发布 
全社会用电量

第二产业 亿千瓦时 60,745 6.5
第三产业 亿千瓦时 16,694 12.2
居民生活 亿千瓦时 13,524 0.9

发电量 亿千瓦时 94,564 6.9 国家统计局 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火电 亿千瓦时 62,657 6.4

其中煤电 亿千瓦时 (约57,000)  中电联1月30日发布报告称
“占总发电量比重接近六成”

水电 亿千瓦时 12,859 -4.9
核能 亿千瓦时 4,347 4.1
风电 亿千瓦时 8,859 16.2
光伏 亿千瓦时 5,842 36.7

2023年
年末数值

同比 
增长率 

(％)

较上 
年增长
(+亿kW)

备注

发电装机
容量 万kW 291,965 13.9 3.56 国家能源局 

1月26日发布
火电 万kW 139,032 4.1 0.55

其中煤电 万kW (约116,000) 3.4 中电联1月30日 
发布，占比39.9％

水电 万kW 42,154 1.8 0.51 抽水蓄能装机容量
达到0.51亿kW

核能 万kW 5,691 2.4 0.01

风电 万kW 44,134 20.7 0.76 陆上4.04亿kW、 
海上0.37亿kW

光伏 万kW 60,949 55.2 2.17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
的资料编制

电力市场动向
中国2002年以来推行的电力改革在电力业务种类上实

现了发电与输配电的分离，形成了以五大发电集团和两大电

网公司为核心的体制。电力交易也在逐步市场化，2021年10

月，工商业用户的所有电力采购都将转入市场，在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自由化改革。2023年，在各省建立的电力市场进行

交易的电力份额已达61.4％，其余由政府控制的指令性价格

和数量的电力销售交易仅部分在水电、核电等领域进行。

非市场化零售，即按照各省政府制定的电网目录销售电价

表设定的零售电价仅在居民用电和农业用电领域进行。

目前，对于那些无法立即转为从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

户，作为临时性措施，采取了电网代理购电的方式，采用这

种方式交易的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接近10％。代理购电

电价由各省每月提前确定并公布，是衡量电价的一项指标。

电力市场上还有一种“绿电交易”，即以风能、太阳能

等所谓的绿色电力为交易对象。2023年，“绿电交易”占比

仅为总量的1％左右，但在数量上迅速增长。此外，“绿色电

力证书”与实际的电力交易并不挂钩，其交易是在独立于

电力市场之外的“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平台”上进行，与

“绿电交易”是不同的体系。

发电用煤的相关动向
2021年秋季全国电力供需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发电用煤

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因此，自2022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稳定煤炭供应和交易价格的政策，煤炭的供需和价格

总体趋于平稳。图3显示了近年来发电用煤交易价格的指数

走势。

图３：发电用煤交易价格的指数走势（2020年—）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资料来源：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CECI指数”

随着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能源安全”，2023年国内煤

炭产量达到46.6亿吨，比上年增长2.9％，创历史新高。煤炭

进口量4.7亿吨，同比大幅增长61.8％。由此可见，中国国内

煤炭供应量和消费量都在持续增长。

在煤炭相关政策方面，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大

会的报告中提出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

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

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正如

报告所指出的，中国正逐步改革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供需

结构，但考虑到目前还无法摆脱对煤炭的依赖，煤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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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仍将持续增长，所以目前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应对措施。

能源消耗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动向
在能源和环境方面，“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五年内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

18％的目标。

然而，从前三年(2021—2023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能

源消费方面，煤炭消费量与能源消费总量在同步增长，但经

济增速低于预期，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指标

进展也滞后于预期。因此，必须看到，到2025年实现这一目

标的难度越来越大。

鉴于2025年的严峻前景，有关部门在发布能源、电力相

关的统计快报时，很少提及相关成果和指标，而是将重点

放在了电动汽车的市场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快速扩

张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超过50％等一系列成就

方面。

如前所述，2023年的一个特殊因素无疑是水电发电量

下滑的影响。如果水电发电量从2024年起恢复，加之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的大量新增装机，预计单位GDP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有望大幅降低。

在华日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对中国政府
的改进意见

在华日资企业作为电力用户，在电力供应不足矛盾频发

的时期，经常会为如何确保电力供应以及如何应对频繁停

电而大伤脑筋。但是，由于电力供应情况得到改善，我们关

注的重点也从过去的电力供应量转向电力供应的质量、成

本等电力供应选项的多元化等方面。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在华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作为电力

用户，希望通过积极使用绿色电力，为中国正在推进的低碳

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近年，电力供需情况持续稳定，但继2021年秋季煤炭

缺口导致电力供需紧张之后，2022年8月四川省又因极端高

温叠加干旱少雨，发生大规模电力供应不足，阻碍了生产活

动。因此，希望电力供应相关监管部门和企业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建议＞
① 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针对2021年9月全国因发电用煤供应紧缺和煤炭

价格高涨而导致电力供需紧张，2022年《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了通过保障电力供应来确保经济
活动和民生稳定的方向。

　但是，2022年8月，特别是四川省水力发电量大
幅减少，再次导致了电力供需紧张。在电力供需
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四川省内的工业企业在
“工业企业让电于民”的方针下，只能全面停止
生产活动。

　为了防止这一事态再次发生，希望中央和地方电
力管理部门及相关企业加大工作力度，更广泛、
更灵活地调整电力供需平衡，为电力用户提供
更加稳定的电力供应。

　此外，在不得不实行限电的紧急情况下，希望供
电部门能够预留出充分的时间，提前向电力用户
发出通知，并做出说明，以确保电力用户的用电
安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② 电力用户对社会绿色转型的贡献
　为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3060目标”，中

国政府和民间部门积极引进可再生能源电源等
举措，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感和
取得的成果，值得高度评价。

　作为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日资
企业，强烈希望能够对中国正在推进的这些绿
色转型举措做出积极贡献。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完善支持绿色
发展的政策和金融工具”的工作重点，希望在确
保制度透明的情况下，对通过租赁发电机满足限
电要求、引进可再生能源、安装高效设备提高能
效等方式积极推动电力领域绿色发展的企业公
平适用补贴等优惠政策。

③ 继续为电力用户提供更多选择
　2021年10月，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
改价格〔2021〕1439号）的发布，国家放开了对工
商业电力用户的电力零售，这使得通过电力市场
采购电力成为可能，并由此扩大了选择范围，电
力用户从此可根据自身需求来采购电力。此举值
得高度赞赏。

　在确保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及运作透明度和公平
性的同时，希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市场
体系，为电力用户以合理的价格采购绿色电力提
供更多选择和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