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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网最高负荷5次破亿千瓦，浙江电网
最高负荷6次创历史新高，湖北等12个省级电网
负荷合计30次创历史新高……入夏以来，全国日
发电量和统调用电负荷屡创新高，被视为经济运
行“晴雨表”的社会用电量上涨劲头十足，折射
出中国经济复苏向好的趋势。

电力消费复苏快电力消费复苏快

进入8月，全国日发电量和统调用电负
荷快速攀升，创出新高。国家发改委数据
显示，截至 17日，全国日发电量最高达到
246亿千瓦时，比去年峰值高出6.86亿千瓦
时；统调用电负荷最高达到 10.76 亿千瓦，
比去年峰值高出2400万千瓦。

“初步分析，全国日发电量和统调用电
负荷连创新高，既有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导
致空调负荷快速增长的影响，同时反映了
国民经济继续稳定恢复。”国家发改委新闻
发言人孟玮说。

传统制造业稳步复苏，直接体现在用
量需求上。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的数
据显示，1-7 月，南方五省区制造业同比
增长1.0%，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增
速实现由负转正。其中与“新基建”密切
相关的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强劲反
弹，5、6、7 月当月分别同比增长 6.8%、
10.7%、10.8%，连续3个月高速增长，引领
工业增长。

此外，大部分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增
速由负转正，体现出国内消费稳步复苏态
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杨晶
介绍，二季度，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环比
增长46.1%；同比下降1.3%，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18.6个百分点。其中，6月消费品制造
业用电量实现正增长，同比增加 1.9%；部
分行业用电量大幅回升，甚至达到两位数
增速。例如，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食品
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和烟草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8.1% 、
10.0%、10.0%和8.2%。

电力投资增长快电力投资增长快

用电需求和电网负荷连攀高峰，电力
供给是否“吃得消”？

从产量、产能和设备利用程度看，供
电稳定有保障。看产量，发电量持续增
长。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
增长 1.9%。其中，水电、核电、风电发电
同比分别增长 6.1%、6.7%、23.2%。看产
能，发电装机容量保持同比增长势头。截
至 7 月底，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19.5 亿 千 瓦 ， 同 比 增 长
6.7%。看设备利用程度，1-7月份，全国发
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2074小时，比上
年同期降低111小时。

入夏以来，面对电力需求走高，电力
供给侧持续发力。国家电网数据显示，今
年夏季，已有华东、西南 2 个区域电网和
15 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加上
夏季暴雨、台风、雷电等多发，多地电网

在恶劣天气中受损严重。面对疫情和恶
劣天气，国家电网广大干部员工经受住
多重考验，有力保障了用电高峰期间的
生产生活用电。目前，全国各地电网整
体运行平稳。

电子投资快速增长，电力工业发展后
劲足。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 1-7 月份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1-7 月，全国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5409万千瓦，同比增长
701 万千瓦；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213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1.0%， 其 中 风 电 1112 亿
元，同比增长 164.0%；电网工程投资完成
2053 亿元，同比增长 1.6%；新增 220 千伏
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约1.9万千米，比上年
同比增加899千米。

新产业用电增长快新产业用电增长快

用电量快速增长的背后，还反映出中
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电能替代拉动用电需求增长明显，经
济发展更“绿”了。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电能替代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增长，通
过加强港口岸电、充电等设施建设推动以
电代煤、以电代油，上半年电能替代电量
规模达 1100亿千瓦时左右。据统计，截至
6 月底，中国各类充电桩保有量已达 132.2
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 55.8 万个，数量位

居全球首位。
高技术产业用电需求大，经济发展新

动能凸显。二季度，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 4.6%，超出工业用电量增
速约 2 个百分点。其中，对比 4 月来看，5
月和6月高技术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分别快
速反弹至 5.4%和 8.4%。进入 7 月份，汽车
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0.3%，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用电量增速
也都在两位数以上。

新业态用电量激增，经济发展新意十

足。杨晶介绍，上半年依托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网络信息服务业用
电量同比增长27.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
务业用电量同比激增71.6%，反映出线上教
育、网络会议等新方式正在快速普及。

“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较快回升、
网络信息服务业用电量‘快跑’等，从一
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中电
联专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于崇德说，用电
量增速逐月回升中有气温升高的因素，但
经济总体逐步复苏、新动能保持强劲支撑
是最主要原因。

入夏以来，全国日发电量和统调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用电量创新高用电量创新高 经济复苏势头好经济复苏势头好
本报记者 汪文正

近日，由《国家地
理》 主办的“深蓝之
境”海洋沉浸式体验互
动展亮相浙江杭州。展
览通过多种互动式体
验，让观众在了解海洋
奥秘的同时增强环保意
识。图为8月25日，讲
解员带领家长和小朋友
乘坐“潜水艇”进入蔚
蓝的大海。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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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 25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今
年以来，外资机构进入中国的积极性持续加
大，机构来得多，资金来得也多。

刘国强介绍，两年来，国际形势变化和
疫情带来的冲击并没有打乱中国金融开放的
节奏，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
局先后宣布并推动了50多条具体开放措施。

一是大幅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彻底
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
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扩大外资
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降低资产规模、经营年
限以及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已有多
家外资机构控股境内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
多家全球性资产管理机构有意设立外资全资
的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外资控股的理财公
司、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同时，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外资机构从金融的角度进入中国的积极性是
加大的，并不是撤离的趋势。”刘国强说。

二是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全面
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人民币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投资额度限

制。放宽境外机构投资者本外币汇出比例限
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
务试点。允许外资机构开展银行间市场债券
承销和评级业务，给予外资机构非金融债务
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商资格，债券市场的境外
发行和投资主体不断扩大，会计、税收、交
易等配套制度不断完善。启动了沪伦通，A股
平稳纳入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指数系列，
纳入MSCI因子提高到20%。中国债券纳入彭
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旗舰指
数，吸引了更多增量配置资金。

三是取消企业征信评级、信用评级、支
付清算等领域的准入限制，给予外资国民待
遇。美国运通、万事达卡的境内机构已获批
在中国境内开展银行卡清算业务，标普、惠
誉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独资公司已获准开展信
用评级业务。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呈现良好势
头。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12.7
万亿元，同比增长36.7%，占本外币跨境收付
比重的45%，人民币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二大
跨境收支货币。一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公布的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超过 2%，比 2016

年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SDR） 时增长
了将近1倍。此外，人民币的计价货币功能也
取得了新进展。5月份，中国宝武与全球三大
铁矿石供应商实现了首次人民币跨境结算。

谈及金融开放下一步举措，刘国强表
示，一是确保各项已经宣布的开放措施落
地，完善相应政策制度，促进有序衔接；二
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持续
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在扩大金融业开
放的同时，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加强宏观审
慎管理，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结合中国国
情，并参考国际上的最佳实践，完善监管标
准、会计准则等制度和安排，使监管能力和
开放水平相适应；四是维护完善现有国际经
济治理体系，更加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

今年以来，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

“外资机构来得多，资金来得也多”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扩大开放 不断向前

新华社莫斯科8月25日电（记者
石昊） 滴滴出行25日宣布正式进入俄
罗斯市场，将在俄鞑靼斯坦共和国首
府喀山市提供快车服务。俄罗斯是滴
滴上线的第九个海外市场。

滴滴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业务负责
人朱景士表示，过去数月，全球业务的
恢复和增长让滴滴更有信心深入发展。
滴滴会审慎参考各个市场的抗疫和服
务经验，进一步落实人才和产品本地化
战略，致力于成为受信赖的服务平台。

据介绍，今年 7 月下旬，滴滴在
喀山建立全天候人工客服中心和司机
服务中心，上线各项安全和防疫措
施。滴滴俄罗斯团队通过网络直播等
多种线上渠道与当地司机和租车公司
交流，并举办各类推广活动。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
是重要交通旅游枢纽，拥有全俄最大
的互联网科技创新产业区。鞑靼斯坦
共和国政府官网发文对滴滴的到来表
示欢迎。

滴滴出行“驶入”俄罗斯市场

深圳工业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由江苏省泰州市文旅集团、泰州市台企协会联合主办的“两岸亲，梅乡
行，凤城七夕泰有情”音乐联欢会近日在泰州凤城河畔柳园举行。50多名台
商台青与泰州青年相聚一堂，通过歌舞和乐器表演、茶艺展示等形式共度七
夕。图为现场汉服歌舞表演。 沈 杰摄

两岸青年共度七夕

新华社深圳8月25日电（记者印
朋） 记者25日从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了解到，今年1-7月，深圳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上半年回升1.8个百
分点，7 月当月增长 11.5%。上半年，深
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2.2%。

深圳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已连续 3 个
月单月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工业经
济实现“四个转正”：一是工业增速由
负转正，1-7 月，深圳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0.2%；二是制造业增速由
负转正，1-7 月，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0.6%，增速较上半年回升 1.9 个百分
点；三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增速由负转正，1-7 月，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加值增长0.6%，增速较上半年回升0.9
个百分点；四是工业内销产值增速由
负转正，1-7 月，深圳规模以上工业
内销产值增长1%，增速较上半年回升
3.2个百分点。

同期，深圳市36个工业细分行业
中，31 个行业增速较上半年有所好
转。其中，1-7 月，疫情相关行业增
加值加速增长，纺织业、专用设备制
造业 （含医疗器械）、医药制造业分别
增长 374.8%、7.7%、2.8%，增速分别
较上半年提高 58.7、2.1 和 7 个百分
点；汽车制造业增加值降幅较上半年
大幅收窄 6.7个百分点，7月当月大幅
增长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