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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视窗：宏观调控实施效果分析  

胡兆光(2005-7-31)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部分行业过热的问题，2004年4月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宏观调
控，规避经济风险。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利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行政手
段对发展过热的行业进行调控，既有区别、有保有压的抑制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同时又
要刺激和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健康发展，达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宏观调控
一年来，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还有那些问题，本文从电力的角度给予分析。尽管
电力只是经济系统的一部分，但电力数据可以实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对
判断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电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两大特性：即电力的生产、输送与消费同时在瞬间完
成的特性及电力不可大规模储存的特性。特别是电力数据是通过发电侧表计与用电侧表
计的读数经校合而成，具有相对的准确性、实时性和可靠性。电力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
要的生产资料及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电力消费的变化也反映出经济运行的
状况。如1950-2000年美国全社会用电量与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943。因此，全社会用
电量可以反映出经济总量的水平。同样，行业用电也具有这种相关性。由此决定了电力
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紧密相关性及电力经济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透过电力数据警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电力弹性系数反映了电力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数量关系。电力和经
济增长速度都是相对数值量，而电力弹性系数是两个相对数值量的比值。因此，电力弹
性系数的数值大小及其变化隐含了许多相对数量关系，对应了许多不同的电力及经济发
展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若GDP的边际电耗（边际电力成本）小于其平均电耗（平
均电力成本），则其平均电耗还可以继续降低，使其经济效率不断提高，保持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经济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大系统，很难由一个指标反映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但研究表明电力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从数学上可以证明：电力弹性系
数小于1是GDP的边际电耗小于其平均电耗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如果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
则GDP的边际电耗小于其平均电耗；反之，如果GDP的边际电耗大于其平均电耗，则电力
弹性系数大于1。 

电力需求强度可以定义为行业的用电增长率与全社会用电增长率之比。若某行业的
电力需求强度大于1，意味着其用电增速大于全社会平均的用电增速，该行业发展较快，
甚至过热。反之，若某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小于1，意味着其用电增长率小于全社会平均
的用电增长率，该行业发展较慢。 

统计显示[1]，2000年以前我国电力弹性系数基本小于1，GDP的平均电耗总体上呈下
降的趋势（表1）：由1978年的0.206kWh/元（2000年价，下同），下降到1999年的
0.146kWh/元。2000年起，GDP的边际电耗大与其平均电耗，则平均电耗开始回升，由
2000年的0.151kWh/元，上升到2003年的0.167kWh/元及2004年的0.175kWh/元，使得电力
弹性系数大于1。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如1979、1989、1990、
1991年，但持续时间不长。可以预见，2005年电力弹性系数不会有大的改善。我国将出
现连续6年（2000-2005）GDP的边际电耗高于其平均电耗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发



展中可能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的因素。 

导致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的主要因素是重工业电力需求强度大1。而重工业中又以黑
色、有色、建材等行业用电增长最快。2001年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长率为9%，而黑色、有
色、建材行业用电增长分别为11.2%、16.1%及8%，黑色冶金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为
1.24，说明其用电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高1.24倍。有色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789，其
用电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高1.789倍，具有很强的发展势头，处于过热的状态。建材
的电力需求强度为0.89，其用电增长速度只是全国平均速度的0.89倍；2002年全社会用
电量的增长率为11.6%。黑色冶金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138，其用电增长速度比全国
平均速度高1.138倍，低于2001年的水平。有色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664，比2001年低
0.125，但发展势头仍很强。建材的电力需求强度为0.922，属于正常发展；2003年全社
会用电量的增长率为15.28%。黑色冶金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57，远远高于其2001年
的水平，开始处于过热的状态。有色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655，比2001年低0.134，但仍
属于过热发展。建材的电力需求强度为1.138，开始过热发展。这些行业电力需求强度的
变化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向着不合理的方向转化[2]。 

 

表1我国历年电力弹性系数、平均电耗及边际电耗（2000年价） 

 

可以看到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资本形成总
额、最终消费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之间的比例还不太合理。以加大投资（特别是房地
产的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抗干扰能力弱，风险很
大。一旦出现不利因素，则对投资效益，银行的呆帐坏账都有负面的作用，将直接波及
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投资方向不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及降低能耗。此外，国家鼓
励消费的政策不到位，使得消费刺激不足。 

2000年以来电力弹性系数急剧上升，对我国电力供应带来了压力。电力的高需求，
使得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不够，电网输配能力不足，导致2003年以来全国许多地区电力供
应紧张，出现了拉闸限电。煤电运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年 电力弹 平均电耗 边际电耗     年 电力弹 平均电耗 边际电耗 

  性系数 kWh/元 kWh/元     性系数 kWh/元 kWh/元 

1978   0.206235     1992 0.7955 0.175153 0.142986

1979 1.390203 0.211919 0.286709   1993 0.7415 0.169772 0.129878

1980 0.891592 0.210255 0.188945   1994 0.8141 0.166224 0.138204

1981 0.588906 0.205937 0.123821   1995 0.8838 0.164387 0.146904

1982 0.647968 0.199946 0.133441   1996 0.7216 0.160383 0.118614

1983 0.690214 0.193861 0.138005   1997 0.5017 0.153891 0.080462

1984 0.505662 0.181233 0.098028   1998 0.3579 0.146742 0.055083

1985 0.635286 0.173387 0.115135   1999 0.9247 0.14601 0.135694

1986 1.051682 0.174116 0.182348   2000 1.4639 0.151027 0.213751

1987 0.92417 0.172747 0.160913   2001 1.1938 0.153014 0.180296

1988 0.825413 0.169693 0.142588   2002 1.4576 0.158176 0.223028

1989 1.851144 0.175336 0.314126   2003 1.6622 0.167088 0.262917

1990 1.647822 0.179529 0.288923   2004 1.5670 0.175307 0.261829

1991 1.01351 0.179734 0.181955        

 



2 透过电力分析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决定对部分过热的行业进行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
落。2004年4月起，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 

1）               中国人民银行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2）               财政税收方面降低出口退税税率 

3）               清理不合理优惠电价 

4）               提高建设项目资金比例 

5）               一系列行政措施 

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后，其效果如何、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可以从电力需求强度的侧
面给予分析。 

表2列出了相关产业、行业逐月电力需求强度[3]。可以通过分析它们相应的电力需
求强度的变化，观察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产的电力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1.1155上升到1-4月份的1.13354，增幅为
0.01804。2004年4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后，开始回落到1-7月的1.07847，降幅
达0.05507。由此可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初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8月份起又有
小幅反弹，1-10月为1.10613，增幅为0.02766，反弹势头较强。2004年10月29日央行加
息0.027%的货币政策又引起二产的电力需求强度回落，达到2005年1季度的1.021。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对二产电力需求强度的总体影响为-0.11（与2004年4月相比，下同），已
见成效。同时也看出在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二产的电力需求强度始终没
有跌破1，说明其内在动力很大，结构问题还较突出。 

表2显示重工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也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由2004年初的1.14上升到1-4月份的1.188，增幅为0.048，远远大于同期二产的增幅。增
长势头较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使其下降到1-7月的1.097，降幅达0.091，大大遏制了它
的发展势头。宏观调控效果明显。8月份起又有反弹，达到1-10月的1.169。增幅达
0.072，增长势头很强。2005年1季度又降到1.12，宏观调控政策对重工业电力需求强度
的总体影响为-0.07，具有一定的效果。 

我们希望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达到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调整轻重业的比
重。轻工的电力需求强度却较弱，基本上呈下降的趋势。除了2004年初为1.044大于1
外，其它月份均小于1。2004年底为0.92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1季度又降到
0.661，下降幅度较大。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对轻工业电力需求强度的总体
影响为-0.27，与我们的意愿相悖。 

三产的电力需求强度在2004年初较弱，仅为0.84，且呈下降趋势，1-4月为0.81，远
远小于1。5月份起开始回升，突破1，达到年底的1.024，增幅高达0.218。说明三产的发
展势头良好，产业结构向着预期的方向转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见到
了成效。但2005年1季度又下降到0.856，政策对三产电力需求强度的总体影响仅为
0.05，显得乏力，还需要继续加强。 

从行业用电特性来看，黑色、建材、有色及化工四大行业占全国用电量的30%，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对前三个行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可以从它们的电力需求强度的变
化分析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由黑色电力需求强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宏观调控政策的行政手段的作用。黑色电力需
求强度由1004年1-4月的1.83 下降到1-7月的1.568，显示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行



政手段）对黑色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为-0.262。由于国际钢价的上升，在其它政策继续
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某些钢铁企业只能冲破行政手段的作用力，增加产量获取利润。因
而使得整个黑色冶金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增加到1-10月的1.728。这也说明行政手段对黑
色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至少为-0.162，其它政策对黑色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为-0.1。由
此可见，行政手段对黑色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很大，占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对黑色电力需
求强度影响的61.8%。但其可持续性很弱，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反弹。2004年10月29日央
行加息0.27%的货币政策又引起黑色电力需求强度回落到年底的1.686，其当月影响为-
0.042。2005年1季度又降低到1.504。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黑色冶金行业的总体影响为-
0.33，效果较明显。但应该看到冶金行业增长势头依然较高，结构问题还很突出。国际
钢材价格不断攀升，CRU国际钢材价格综合指数由2003年末的106.8点上升到2004年末的
152.18点，上涨42.4%；同期国内上涨了24.1%。当前钢材价格开始回落，对调控政策的
实施有利。 

宏观调控政策对建材的影响也较大。建材电力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1.781 下降到
1-7月的1.2，经小幅反弹后，降到今年1季度的0.46。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对建材电力需求
强度的影响为-0.78，下降幅度很大，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很明显的一个行业。
说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的膨胀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 

有色金属行业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最大。有色电力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1.781 
下降到1-7月的1.2，经小幅反弹后，降到今年1季度的0.892。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对有色
电力需求强度的影响为-0.4，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最明显的一个行业。说明
国家对电解铝宏观政策的实施已经见到实效，对铝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4年化工电力需求强度一致小于1，0.8附近波动，不在发展过热的行业之内。由
其电力需求强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它的发展是呈U字型：现高、再低、后高的趋势，提高到
今年1季度的0.877。与2004年4月相比上升了0.121。但一直低于1，属于良性增长。 

表2显示城市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强度由2004年初的0.37上升到今年1季度的1.5，与
2004年4月相比，提高了0.897，这与城市居民收入增加有关。而可喜的是：2004年1-2月
农村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强度高达1.2。主要是国家对农民工欠款解决得力，农民回乡过春
节刺激用电增长较快。5月以来，农村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增长呈上升趋势，自8月份起，
农村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强度又开始高于城市的水平，达到年底的0.62，比城市高0.12。
今年1季度为1.366，与2004年4月相比提高0.855。说明中央的“三农”政策得到落实，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这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很好的契机，为今后促进消费的增长，打
下了基础。 

 

        表2 产业、行业逐月电力需求强度 

2004.1- 二产 三产 重工 轻工 黑色 建材 有色 化工 城市居民 乡村居

民 

2 1.116 0.843 1.14 1.044 1.743 1.781 1.505 0.813 0.369364 1.20198

3 1.12 0.825 1.187 0.887 1.856 1.318 1.393 0.759 0.627389 0.74395

4 1.134 0.806 1.188 0.934 1.83 1.242 1.294 0.756 0.604348 0.51118

5 1.122 0.898 1.163 0.963 1.798 1.215 1.397 0.711 0.671455 0.42036

6 1.103 0.99 1.143 0.951 1.665 1.256 1.13 0.84 0.645529 0.49524

7 1.078 1.083 1.097 0.997 1.568 1.22 1.316 0.798 0.688067 0.60246

8 1.099 1.072 1.139 0.946 1.697 1.145 1.258 0.781 0.566934 0.57697

9 1.102 1.073 1.151 0.919 1.694 1.114 1.194 0.827 0.575067 0.65684

10 1.106 0.997 1.169 0.879 1.728 1.085 1.162 0.914 0.576137 0.59262

11 1.092 1.013 1.145 0.897 1.703 1.109 1.125 0.997 0.59154 0.69266

12 1.103 1.024 1.147 0.927 1.686 1.079 1.172 0.881 0.50336 0.62097

2005.1-3 1.021 0.856 1.12 0.661 1.504 0.459 0.892 0.877 1.502315 1.36651



 

总之，由表2可以看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二产、重工、黑色、建材、有色等
行业的电力需求强度下降，与2004年4月相比，它们的政策效果均为负值，不同程度地起
到了抑制它们发展过热的作用。而同时，对三产还起到了促进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到
2004年底，其电力需求强度比2004年4月增加0.218，成绩突出。 

2005年1季度电力弹性系数为1.4，比2004年有所下降。这也是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
体现。 

这次宏观调控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体制和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经济增长
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电力的侧面可以看出，政府的宏观
调控已经取得成效，为今后我国经济稳步健康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显示出国家对宏
观调控的决心及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4 应关注的问题 

 

200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文件的货币政策，这标志
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结束，转向中型温和的财政调控手段。无疑，这将抑制部分行业
投资过快，减缓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同时由于中央“三农”政策得到落实，农民得到了实
惠，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为刺激消费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导致今后投资增幅
降低，消费增长加快，在宏观上起到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结构还不合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还
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今年应关注以下问题： 

1）                  应特别关注房地产的发展态势，警惕其泡沫的出现危害宏观经济的健康发
展。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一方面有继续拉动钢材、有色、建材快速增长的
动力，对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果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又有滋生泡沫的气源，
会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大的扰动。因此，政府应下大力气，采取有力措施
平抑房价，切断在房地产中所有可能滋生泡沫的气源。 

2）                  要分析三产及轻工业电力需求强度在今年1季度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及时
研究对策，扶持三产及轻工业的发展。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
居民收入增幅较大，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大于城市，为扩大消费提供
了很好的机遇。应抓住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投资增幅得到抑制，消费增
长势头较好的时机，刺激消费，拉动三产及轻工业的发展。建议政府大力
促进中小型服务型企业的创建与发展，这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促
进三产的发展，还可以刺激消费，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政府应从财
政、税收、工商管理等多方面营造一个创办、经营三产企业的良好环境，
使其快速发展。 

3）                  2005年电力供应仍有缺口，电力供需形势依然紧张。但明年就会大大缓
解。可以看到:2007、2008年电力供大于求已成定局。电源建设的大起大落
导致电力供应的紧张与过剩，将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何避免或降
低这些影响，电力与经济如何协调发展?需要认真研究，提前防范。 

4）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有效进行经济调控也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应总结经验。特别是2004年9月起国际钢价的上涨，导致国内一些

政策效果 -0.11 0.05 -0.07 -0.27 -0.33 -0.78 -0.4 0.121 0.897967 0.85533



小钢厂的恢复生产，已经说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加
快，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靠行政手段对市场调控已力不从心，这也是
我国经济向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在宏观调控手段上应注重以财
政、货币、价格等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逐步淡化行政手段，避免宏观调
控中出现反弹，将我国经济引向协调、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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