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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走高的原因何在 

 

2024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为 9.8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8%，高于全年 GDP 5.0%的实际同

比增速。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3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第二产业用电量 6387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第三产业用电量 1834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 149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6%。 

电力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其增速常常与经济增速走势一致，但近年用电量

增速持续高于实际 GDP增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持续高于 1，原因何在？“用电量看经济”还适用

吗？“用电量看经济”折射出什么新逻辑、新特点、新趋势？ 

 

1、电力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 

 用电量增速与实际 GDP 增速走势一致 

从用电量/发电量与实际 GDP的历史走势看，二者增速走势基本一致，二者同时上涨，同时

回落，且转折点基本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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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发电量增速、用电量增速与实际 GDP 增速走势一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致富研究院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呈现阶段性走势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二者增速数值的相对高低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用一个经济学指标——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即电力消费增速与实际 GDP 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衡量，呈现的特点

有： 

1、从 1990年到现在，全社会用电弹性系数的中枢为 1.0左右，即 1单位实际 GDP增长消耗 1

单位用电量增长。 

2、从趋势性走势看，2003 年到 2015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逐渐回落，2015年至今呈逐渐上升

走势。 

3、从数值看，2000-2011 年，用电弹性基本处于大于 1的高弹性区间，这一时期我国处于重

工业快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几大高耗能产业迅速扩张，带动全社会用

电增速高于经济增速；2012-2019年用电弹性基本处于小于 1的低弹性区间，这一时期经

济步入新常态，重工业增长放缓，第三产业赶超第二产业，全社会用电增速略低于经济增

速；2020年以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重新回归大于 1的高弹性区间，这一时期，用电增速的

提升主要是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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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呈阶段性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致富研究院 

 

 

2、2020 年以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走高的原因何在？ 

2020 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持续高于实际 GDP增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持续高于 1。原因

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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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发电量、用电量与 GDP 走势一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致富研究院 

 

 

 气候因素----夏季气温偏高提升用电需求 

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已上升约 1.1℃。过

去 40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40年，其中 2015-2024年是历史上最热的 10 年。 

我国也不例外，而夏季气温偏高推升了电力消费。其中 2021年夏季气温较常年偏高 0.8℃，

2022、2023年则分别创下自 1961年到 2023年年末的历史同期最高和次高记录，降温采暖电量年

均增加 490亿千瓦时，对用电增长贡献率为 11.5%。 

2024 年夏天全国平均气温 22.3℃，较常年同期偏高 1.1℃，超越 2022 年的 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高记录。全国平均高温日数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仅次于 2022年）。 

受气温提升的影响，2024 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4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6%。分季

度看，一、二、三、四季度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12.0%、5.5%、17.8%和 3.8%。三

季度受高温因素拉动显著，西南和华东区域当季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39.2%、29.2%。

四季度，暖冬因素导致当季全国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放缓。 

气温升高除影响居民生活用电之外，对产业用电也产生影响。农业灌溉需求随高温干旱天气而

增加，大棚种植降温需求随之提升，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冷链物流等等用电需求也均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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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能源体系和电气化替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

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 

电气化是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源清洁

低碳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和方式。2022年 3月，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电能替

代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电气化发展，预计到

2025 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 30%左右。 

在政策引导及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电动汽车推广等产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电能

替代深入推进，电气化水平持续上升，由 2019年的 25.1%提升至 2023年的 28%，电气化对用电增长

贡献率也升至 38.6%，也成为用电增速高于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产业结构转变 

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全社会用电增速与经济增速之间产生差距，主要源于用电结构与经济结构

不太匹配。 

一般而言，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高，用电比重显著高于其增加值比

重，其发展对电力消费的影响大于对经济的影响；而第三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低，用电比值显著低

于其增加值比重，其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大于用电增长的影响。 

按照此规律，我国当前处于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提升的发展阶段。在用电量方

面，第二产业用电占比自 2007 年的 76.6%降至 2024 年的 64.8%,第三产业用电占比则相应从 9.8%升

至 18.6%，如下图所示。全社会用电增速理应低于实际经济增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应该低于 1，这

也是国际经验中呈现出的工业化后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呈下降趋势的现象。 

但我国却走出反常走势，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一是交通、先进制造等领域电气化程

度的持续提升；二是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高耗电行业的快速发展。 

具体来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全年同比增长 6.3%，畜牧业用电量增速领先。2024年，全国第一产业用电量

13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分行业看，2024年畜牧业、渔业、农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9.2%、7.1%、4.1%。第一产业增加值及用电占比均较低，对用电总量数据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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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国第二产业用电量 6.3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其中，制造业用电量 4.79 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2024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10.3%，明显高于同

期制造业平均增长水平，制造业延续转型升级趋势。“两新”政策推动设备制造等行业用电较快增

长，2024 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14.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3.7%）、汽车

制造业（11.0%）、仪器仪表制造业（10.9%）四个行业用电量增速超过 10%，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先锋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消费品制造业 2024 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5.7%，消费品制造业中的

12个子行业用电量均为正增长；“两新”政策推动部分消费品行业用电较快增长，食品制造业

（11.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9.5%）、家具制造业（8.2%）3个行业用电量同比增

速超过 8%。四大高耗能行业 2024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2.2%，增速比上年回落 3.1个百分点，其中，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用电量同比分别下降 1.0%、2.4%，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4.3%、6.5%。两大领域用电量增速“一高

一低”，意味着我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努力攀

上“微笑曲线”的两端。 

2024 年，第三产业用电量 1.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9%。服务业稳步恢复、数字化转型和充

换电等新兴领域的高速发展是推动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

务业用电量增速超过服务业平均水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9%，在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快速发展带动下，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 21.7%；新能

源企业渗透率持续提升带动充换电服务业 2024年用电量 8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9%。 

总体而言，自 2008年以来，第三产业用电增速持续高于第二产业，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也持续

高于第二产业，这与经济产业转变的大趋势相吻合。然而，自 2020年以来，随着高端制造、新能

源汽车、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高耗电行业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用电增速及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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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二产用电占比下降，三产用电占比提升，居民用电占比提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致富研究院 

 

 

图表 5：各部门用电增速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致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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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近年来三大产业和居民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处于高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致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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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分细分行业用电增速情况 

  
增速 

用电占比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全社会用电合计 5.5  3.5  10.9  1.9  7.7  6.2  100.0  

城乡居民用电 5.7  6.9  7.3  13.8  0.9  10.6  15.2  

产业用电合计 5.5  3.5  10.9  1.9  7.7  6.2  84.8  

第一产

业 
农、林、牧、渔业 8.8  5.9  10.0  10.5  10.7  6.0  1.7  

第二产

业 

采矿业 2.8  -2.1  2.8  1.2  4.0  2.0  3.1  

纺织业(轻) 0.7  -5.6  14.6  -6.0  9.3  5.4  2.0  

造纸及纸制品业(轻) 2.4  7.2  6.4  6.1  8.6  4.8  1.0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轻) 4.3  0.9  11.9    4.2  5.1  0.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3  5.7  6.9  5.2  4.0  6.5  6.0  

医药制造业(轻) 5.8  6.6  12.0  8.2  11.0  9.2  0.6  

化学纤维制造业(轻) 3.7  -0.2  13.7  -2.1  11.7  6.1  0.5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7  4.1  11.7    6.9  6.3  1.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6  5.0  7.4  -3.2  7.1  -2.4  3.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8  5.1  6.7  -4.8  5.0  -1.0  6.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4  5.0  5.4  3.3  5.5  4.3  8.0  

金属制品业 3.0  -7.1  11.8  -5.0  5.2  6.0  2.8  

农副食品加工业 4.8  6.0  9.7  2.5  3.8  3.0  0.9  

食品制造业 9.1  10.9  10.9  2.9  8.2  11.4  0.6  

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业 3.5  1.4  13.3  1.5  4.4  6.1  0.2  

烟草制品业 -1.0  -3.6  4.3  1.6  -2.1  0.9  0.0  

纺织服装、服饰业 -0.5  -5.0  17.1    6.1  7.7  0.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 
-0.3  -10.1  14.9  -4.0  4.6  6.1  0.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 
4.2  1.7  16.4  -6.1  4.2  2.7  0.4  

家具制造业 7.9  3.2  17.8  -6.4  9.0  8.2  0.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 
1.8  -5.3  17.1  -5.7  3.6  9.5  0.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2.2  5.4  11.5  11.7  13.6  6.4  2.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  7.0  16.1  -3.2  6.6  8.5  1.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3  0.1  11.6  -1.9  5.3  7.9  0.5  

汽车制造业 2.8  14.7  14.6  4.9  16.7  11.0  0.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0.7  -3.9  6.7  -4.0  4.4  4.5  0.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1  10.1  24.0  20.4  28.7  14.5  1.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6.7  16.0  19.8  5.8  10.5  13.7  2.8  

仪器仪表制造业 -12.1  3.7  16.7  2.4  -8.5  10.9  0.1  

其他制造业 11.4  3.8  23.7  4.8  11.2  12.6  0.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4.2  14.0  25.8  9.4  11.7  4.2  0.2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2  -9.2  8.0    -3.8  2.8  0.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3.4  3.7  7.5  2.5  4.6  7.3  12.3  

建筑业 11.8  2.0  12.2    -3.5  -6.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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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

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9.3  0.0  13.7  2.4  14.2  6.1  2.5  

商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

业 
11.0  1.4  22.3  5.1  17.5  14.9  4.1  

商业、住宿和餐饮业:住宿和餐饮

业 
6.9  -6.4  21.7  2.6  16.4  9.6  1.2  

金融、房地产、商务及居民服务

业:金融业 
3.3  -1.2  7.9  3.4  3.5  3.7  0.2  

金融、房地产、商务及居民服务

业:房地产业 
11.3  0.3  20.0  3.6  9.9  9.9  2.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7  23.3  14.9  2.4  9.5  11.9  1.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4  3.2  23.2  6.1  16.3  10.9  0.9  

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7.9  0.5  18.7  5.6  8.7  8.2  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致富研究院 

 

 

 3、小结 

 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其用电量增速通常与实际 GDP增速走势保持同

步。但近年用电量增速持续高于实际 GDP增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也一直保持在 1以上。 

 全社会用电弹性系数的中枢为 1.0左右； 2003 年到 2015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趋势性回落，

2015 年至今趋势性上升；从数值看，2000-2011 年，用电弹性基本处于大于 1的高弹性区间，

2012-2019年用电弹性基本处于小于 1的低弹性区间，2020年以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重新回归

大于 1的高弹性区间，这一时期，用电增速的提升主要是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

调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气温的升高，特别是夏季高温的频繁出现，显著增加了居民和产业的用电需求。 

 在建立新型能源体系的政策引导及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电动汽车等产业发展的共同作

用下，我国电能替代深入推进，电气化水平持续上升，刺激了用电需求的增长。 

 自 2008年以来，第三产业用电增速持续高于第二产业，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也持续高于第二产

业，这与经济产业转变的大趋势相吻合。然而，自 2020年以来，随着高端制造、新能源汽车、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高耗电行业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用电增

速及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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