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1-11

9、10月限电限产及 11月部分工业生产设备检修，导致

企业开工不足，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稳步下降。1-11月综

合能源消费量为 35.76万吨标准煤（当量热值），同比减 2.00

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5.3%；电力消费量为 5.76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3.1%；万元增加值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下降 15.3%。

一、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情况

(一）9、10月限电限产及 11月设备检修作用能源消费

稳步下降

1-11月综合能源消费量为35.76万吨标准煤（当量热值），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 2.00 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5.3%。由于

限电限产及设备检修，综合能源消费量稳步下降，电力消费

升幅于 9月逐月收窄。具体情况见折线图。

从能源消费量结构看：综合能源消费量在 0.20万吨标

准煤以上的企业有 16 户；综合能源消费量在 0.10-0.20 万



吨标准煤的企业有 4户；综合能源消费量在 0.10万吨标准

煤以下的企业有 35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1-11 月规模以上综合能源消费量结构表

按综合能源消费量分组 企业

个数

综合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准煤）

同比升幅

（+、-%）

比重

（%）

对综合能源消费量的拉动

（百分点）

0.20 万吨标准煤以上 16 34.33 -5.6 96.0 -5.4

0.10-0.20 万吨标准煤 4 0.63 -1.6 1.8 -

0.10 万吨标准煤以下 35 0.80 4.1 2.2 0.1

合计 55 35.76 -5.3 100.0 -5.3

从门类看：规模以上工业有 55户，制造业 49户，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1-11 月规模以上工业门类综合能源消费表

按门类分组 企业个

数

综合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准煤）

同比升幅

（+、-%）

比重

（%）

对综合能源消费量

的拉动（百分点）

制造业 49 35.60 -5.3 99.5 -5.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 0.16 -4.8 0.5 -

合计 55 35.76 -5.3 100.0 -5.3

从重点行业看：规模以上工业 8个重点行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 35.43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5.4%，为规模以上工业综

合能源消费量的 99.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下降 5.4个百分点。具体情况见下表。

1-11 月规模以上工业 8 个重点行业能源消费情况表

按综合能源消费量分组 企业

个数

综合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准煤）

同比升幅

（+、-%）

比重

（%）

对综合能源消费量

的拉动（百分点）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 19.12 -8.6 53.4 -4.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 11.39 -8.9 31.9 -2.9

食品制造业 3 2.13 73.6 6.0 2.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 1.62 3.0 4.5 0.1

造纸和纸制品业 3 0.56 -9.3 1.6 -0.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 0.32 3.7 0.9 -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 0.16 -5.0 0.4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 0.13 -5.2 0.4 -

合计 32 35.43 -5.4 99.1 -5.4



(二）主要能源品种电、煤消费量一降一升

1-11 月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一降一升：原

煤消费量 33.74万吨，同比下降 8.3%；电力消费量 5.76亿千

瓦时，同比上升 3.1%。

（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效能情况

万元增加值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下降 15.3%。1-11月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上升 11.8%，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

消费量同比下降 5.3%。具体情况见下图

二、规模以上能源生产情况

发电量 3 减 1 增：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 7.98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4.9%。其中：风力发电量为 5.48 亿千瓦

时，为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68.7%，同比下降 5.8%；水力

发电量为 1.65亿千瓦时，为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20.6%，

同比下降 3.6%；太阳能发电量为 0.49 亿千瓦时，为规模以

上工业发电量的 6.2%，同比上升 3.4%；余热余压发电量为



0.36 亿千瓦时，为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4.5%，同比下降

6.1%。

三、能源消费存在的问题

（一）节能潜力挖掘难度大

二产中工业比重高，高耗能行业比重大，用能结构以煤

炭为主，而煤炭的终端利用效率较低；一些节能新技术投资

大，企业难以承受，导致对节能新技术期望下降，企业节能

潜力挖掘难度大。

（二）节能应兼顾环保

9、10、11月能源消费中体现，有部分企业为节能，采

用劣质煤，平均发热值只有 1900千克左右，平均发热值低，

燃烧不完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希望企业在节能的同时兼

顾环保。以技术和产品为依托，加大节能产品研发投入，提

升产业升级。

（三）规模以上工业能耗万吨级企业为昆明市的 17%

1-11月我县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万吨以上的

企业有 8户，为昆明市规模以上工业能耗万吨级企业的 17%。

综合能源消费量达 29.62万吨标准煤，占全县规模以上能耗

的 82.8%。

四、建议

（一）坚持结构与技术节能两手抓

富民的工业结构偏重，工业能源消费比重高，而高耗能

行业又是工业能源消费的主体，万元增加值能耗高，对能源



依赖程度高。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减缓高耗能行业

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在短时间难以实现，应坚持“结

构节能”和“技术节能”两手抓，把技术节能提到突出位置

来抓紧抓好。加强节能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应用，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水平，从而降低对能源消费的依

赖程度。

（二）合理布局循环经济，拉长产业链

坚持资源化、无害化并重的思路，探索跨行业、区域性

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循环经济重点企业、项目库，促

进关联企业、项目实现集群发展，使节能减排的产业链环环

相扣、首尾相连、良性循环，通过行业成员之间副产品和废

物交换，能量和废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共享，达到废物

全面得到循环利用的目的。

（三）建立健全用能制度

通过制度建立，对用能依法科学管理。督促重点用能单

位明确能源管理部门，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及能源管理人员，

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节约能源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

政策和标准，加强日常节能管理，组织实施本单位内部能源

审计、节能技术改造，开展能源计量和统计监测、预警、分

析，从而避免节能工作盲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