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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亿千瓦时

-1.69%

2023年宁波制造业电量前十行业

宁波天一广场商圈晚上灯火璀璨宁波天一广场商圈晚上灯火璀璨。。 拍友拍友 柴铮柴铮 摄摄

除了工业用电量的直观反映，宁波的发
展后劲也体现在当地用电的“业扩报装”情况
上，业内将“业扩报装”解释为新增的用电
需求。

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宁波累计新增用
电 户 31.67 万 ，达 516.64 万 ，同 比 增 长
6.53%；累计受理业扩报装 1368.87 万千伏
安，同比增长 16.63%；累计完成业扩报装
990.47万千伏安，同比增长29.51%。

在江昊看来，这组容易被业外人士忽略的
潜力数据，不仅日后将给宁波带来新的用电增
量，还会为宁波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总量。

自去年 9 月份二期工厂落成投产以来，
甬矽半导体（宁波）有限公司的产能就持续攀
升，预计今年的用电量还要增加四成。公司
厂务处处长朱红成说，二期厂房 3 万平方米
屋顶的光伏装机容量可以达到 3.9 兆瓦，今
年 5 月启用后，每年可以发电 400 万千瓦时
左右，为公司节约100多万元电费。

“甬矽半导体的这个经验做法，值得一些
用电成本大的企业参考。”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营销部专职杨建立表示，宁波用电量迈上千
亿大关的背后，如何更好地保障供电和践行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当下面对的新课题。

产业降耗问题，对于工业用电占大头的
宁波而言，压力必然不小。“当前，全市规上工
业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1 万家，制造企业节能
降耗减排任重道远。”杨建立介绍，近年来，持
续推进的“低碳工厂”建设是宁波的一项重要

应对举措。
据统计，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能效服务团

队在调研了 5000 多家规上工业企业的用能
情况后发现，空气压缩机用电占工业用电量
的 8%左右。因此，针对工业企业节能降碳，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累计投资建成智慧集中空
气压缩站 17 座，供气规模达每分钟 2910 立
方米，实现年节电 1050 万千瓦时，帮助企业
平均提升能效20%，降低用气成本22%。

迫切需要提升的不仅是用电“含新量”，
还有用电“含绿量”。这也是“双碳”战略引领
之下，各行各业近年来都在加速加码追逐的
一项重要指标。

例如，作为传统用电大户的港口，通过大
力改进原有的发电用电模式，逐步提升码头
绿电比例。如今，走进在宁波舟山港的自动
化码头，可看到清洁能源驱动的远控自动化
龙门吊与智能集卡配合自如。去年10月份，
全省首个港口分散式风电、光伏、储能、微网
一体化示范项目落子于此，旨在进一步节能
降耗，优化港口能源结构。

随着清洁能源占比的持续攀升，去年，宁
波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发电总量超80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达四成。目前，宁波光伏、
风电装机的总量规模位居全省第一，提前完
成了十四五期间“风光倍增”的目标。

此外，去年宁波完成绿电交易 19.84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300%，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2%左右。

协调保供与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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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社会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去年全社会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全省首个全省首个

一张用电报表一张用电报表，，透视宁波脉动透视宁波脉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凯艺王凯艺 张张 帆帆 通讯员通讯员 唐瑾瑾唐瑾瑾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达 103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
6%——日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在全省率先晒出了“2023成绩
单”，宁波成为我省首个全社会用电量破千亿千瓦时的城市。放
眼全国，宁波这一年度用电量与天津基本相当，已经超越青海、
吉林等一些省份的全省用电量。

通过剖析不同行业的用电量以及用电结构等变化，我们不仅
可以找到“工业大市”宁波经济新的发力点、增长点，还可以窥见
背后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居民消费活力的变化。

进入电气化大工业时代后，电力被视作国民经济的主要动
力源。

全社会用电量 1031.8 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拿
宁波 2023 年前三季度的 GDP 做个简单测算，相当于平均每千
瓦时电支撑起15.4元的GDP。

用电量不仅能折射出一个区域或城市的经济、工业生产情
况，也深度影响着当地的GDP，时刻牵连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脉动。

这份用电报表显示，去年，宁波 11 大行业的用电量全部实
现正增长，经济呈现出三大产业齐头并进、用电结构进一步优化
的整体发展态势。

宁波的批发和零售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7.08%、住宿和餐饮
业增长8.92%、工业用电增长7.29%⋯⋯“这份用电报表反映出，
去年宁波经济活力整体提升。”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
主任江昊认为，与商业综合体等批发零售业和航空、铁路等运输
业两位数的用电增幅形成鲜明对比，居民生活用电量有所下降，
较上一年下降 3.49%。“相比前年疫情防控时居家用电的增长，
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宁波市民出门消费的活跃度在提升。”

这一推断另有数据佐证。从电力部门对宁波当地一些热门
商圈的用电量排摸情况看，天一广场、鼓楼、鄞州万达这三大商
圈的用电量同比上一年增幅分别达到21.86%、8.66%、4.49%。

作为工业大市，宁波的工业用电量占比超过七成，是最直接
客观反映当地经济运行情况的“硬指标”，也是最值得关注的经
济“风向标”。

去年，宁波全市工业用电量是 723.86 亿千瓦时，其中制造
业用电量达到 673.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3%。该项指标，是
宁波去年电力成绩单的亮点所在。

“如果把用电量进一步细分至具体产业，我们可以发现，相
较于化学品、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用电的平缓增长，
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制造，以及紧随绿色化、数字化趋势的一
批新兴产业用电量异军突起。”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营销数字及技
术中心主任徐杰分析。

用电结构优化调整的背后，是宁波产业结构的量质齐升，是
新旧动能的加速转换。

在各项细分产业中，记者注意到，全年用电增速最快的是宁
波的第一大产业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 28.33%。其中，新能源
汽车更是“跑”出了高达 66.7%的用电增速，与之紧密相关的充
换电服务业用电增幅超168%。

迎来爆发式增长的还有光伏制造。去年年中，东方日升（宁
波）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吉瓦N型超低碳高效异质结电池
片与15吉瓦高效太阳能组件项目的用电工程投运，与之配套的
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年产70万吨光伏高透光基板材料及
配套深加工生产线项目的用电工程同步投运。这一产业链上的
强强联手，直接拉动全年光伏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速超过80%。

新旧动能转换加速

电力工人在宁波舟山港码头作业。 拍友 王幕宾 摄

2023年宁波各产业及居民用电情况
11.87% 占比0.42%

4.37亿千瓦时
第一产业

7.3% 占比71.48%

737.5亿千瓦时
第二产业

-3.49% 占比12.55%

129.53亿千瓦时
城乡居民

8.94% 占比15.55%

160.4亿千瓦时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城乡居民

1 月 21 日，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我省首个低
碳码头示范工程首台风机并网发电。

拍友 杨江琦 摄

数据来源：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浙报制图：潘泓璇

从全省乃至全国来看，各个城市之间用
电结构差异大，既存在每千瓦时电创造 GDP
相对较低的情况，也存在经济大市、用电大户
每千瓦时电创造 GDP 排名居中的情况。其
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耗电工业占比较高
的城市，单位产值能耗较高。

例如，浙江省内工业用电量排在前两位
的宁波、嘉兴，两地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依
托海洋大港的临港重化工业。放眼全国，仅
次于上海、苏州，高居全国城市用电第三的
滨州，尽管城市的知名度存在感较低，却是
依托全球领先且又极度耗电的电解铝行业，
把滨州推上了全国用电量季军的宝座。

此次突破千亿大关的宁波，二产的用电量占
比仍然偏高。数据显示，去年，宁波一产、二产、三
产占全行业用电量比重为 0.48%、81.74%、
17.78%，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累计用电量同比
增长分别达到11.87%、7.3%、8.94%。

相较于同为用电“千亿千瓦时”俱乐部的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宁波用电结构中
第二产业偏重，用电量的经济成色还有一定
的上升空间。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
研究院能源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谷纪亭表示：

“我们观察到，占用电量 65%的制造业电量
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
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用
电量占据了半壁江山。但从工业增加值的贡
献来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位列前二，传统高耗能行业担当电量‘压舱
石’，高端制造业等新兴行业领跑电量增速、
驱动经济增长。”

再看省内GDP首位的杭州，其一产、二产、
三 产 占 全 行 业 用 电 量 比 重 分 别 为 0.6%、
59.0%、40.3%，一产、二产、三产累计用电量同
比增长分别是5.7%、1.96%、10.23%，三产对经
济发展和用电增长的带动贡献作用持续凸显。

事实上，早在2020年，宁波的用电量就已
经超过杭州，但在GDP总量和产业结构方面仍
存在一定差距。与宁波相比，杭州的产业结构
正在向三产服务业调整优化，而且这一产业结
构已靠近上海、深圳等一线发达城市。

在谷纪亭看来，未来，在服务国家巩固和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大局，在塑造新优势、
提振新动能，努力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
效益的过程中，宁波千亿用电量的含金量还
有不少上升空间。

从用电结构看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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