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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能源系统总体影响评估 

 

自 2019 年 12 月 8 日我国确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以来，肺炎疫情

伴随春运人潮迅速扩散至全国。截至 2 月 10 日，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40235 例，并蔓延至

东南亚、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中国各省、市在第一时间启动了一

级响应措施，疫情爆发中心武汉市在第一时间关停了高速公路、火车

站和机场，严格控制人流进出往来。 

本报告基于当前疫情发展状况，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各能源行业疫

情冲击的影响，分别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了短期产业平稳运行和发

展的阻碍以及中长期发展的前景。本报告认为，受供给和需求双重影

响，短期内各行业的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保障疫区应急能源

供应是当下的工作重点；从中长期来看，疫情过后各产业将会逐渐调

整并反弹至原有发展轨道，我国能源产业应按照既定路线和目标不断

发展，给经济复苏提供持续稳固的支持。本报告针对当下疫情对能源

行业发展的阻碍，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目前，疫情的爆发已经对全国外出务工人员跨地域流动造成了严

重影响，并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产生阶段性冲击，以下主要分析此次

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首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看，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不会

因为疫情产生的外部冲击而发生实质性改变。公共疫情事件只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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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在短期内放缓，暂时偏离原有的稳步增长趋势；疫情结束后，

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得当，宏观经济指标和居民消费水平仍然能够恢复

至原有增长趋势。目前，主要行业的运转基本稳定，如果疫情可以在

一季度被完全控制，2020 全年经济增速仍可达到 5.6-5.8%。 

其次，国内油气消费需求骤减已导致国际油气价格下跌。由于第

三产业大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疫情来临首当其冲的是旅

游、餐饮、住宿、娱乐四大行业，以旅游业为例：2019 年春节期间

全国旅游业产值高达 5100 亿（数据来源：《中国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

2018》），在疫情爆发后几乎所有 5A 级旅游景点被迫关停，各大旅游

公司、航空公司、酒店民宿被迫撤单，损失惨重。第三产业中受疫情

影的行业还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及教育、

文化、体育等具有一定出行和聚众属性的产业。受此影响，国内油气

消费量骤减已导致国际油气价格下跌，据英国《金融时报》2 月 5 日

报道，我国液化天然气进口商正在考虑能否按照不可抗力调控暂停天

然气供应合同。目前亚洲液化天然气价格已经降至 3 美元/百万英热

单位，这远低于 1 月中旬的逾 5 美元，创历史新低。 

此外，延期复工和交通受阻将引致国内能源产量和利用率同时下

跌。截至目前，全国多省市已多次发布延迟复工通知，其中包括石油

炼化、煤炭开采和电力供应等能源相关行业。以煤炭行业为例，国家

能源局下达“要有效发挥煤炭在能源安全中的‘压舱石’作用，有力

有序释放煤炭优质先进产能”的通知，但根据信达煤炭预计，煤矿大

概率无法响应能源局的要求，及时复工复产，假设 50%的动力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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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复工一周将影响一季度产量下降 4.36%，约 2943 万吨。 

最后，疫情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机遇是疫情将会提供一个转型

的机会，推动能源体系尤其是应急能源保障体系的完善，使相关部门

更加重视应急防范，提高我国危急时刻灾区疫区能源供给能力；在能

源产业方面，能源物联网、电网改革等进程有望借力弯道超车；我国

能源企业可以抓住低价，扩大能源储备。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将会因为此次疫情面临巨额隐性损失：已有七十多个国

家对中国公民实行入境管制，将产生诸如商品出口受阻、国际能源采

购或交付延迟、国际能源合作项目暂停等重大影响。隐性损失还包括

长期努力才得以建立的国际口碑，且难以用数字估量。因此如何快速

调整宏观经济，重建国际信用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疫情对能源系统的冲击 

1. 对煤炭行业的冲击 

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会对煤炭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就长期而

言，煤炭行业仍主要受到去产能政策的影响。受疫情的影响，煤炭行

业下游企业复工时间延迟，钢材等行业对煤炭的需求会有所下降，且

由于疫情期间物流管控更为严格，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市场对煤炭的

需求并导致需求滞后，同时由于复产推迟，煤炭供应水平也处于较低

位。截至 2 月 3 日，秦皇岛、曹妃甸、京唐港总库存 1485 万吨，较

1 月 23 日减少 72 万吨，同比减少 389 万吨，处于低位水平（数据来

源：煤炭市场网 https://www.cctd.com.cn/show-380-198525-1.html）。 

而在疫情结束后，下游企业势必会加快生产速度以满足市场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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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所以未来煤炭行业可能会迎来短暂的反弹。但是受制于国家

去产能政策，煤炭供给又会逐步回落至原有产能水平。 

2. 对电力行业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会对电力行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受疫情影响，诸多

企业推迟开工，商业用电需求以及工业用电需求短期内会大幅下降，

而且电力设备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的供应在短期内也面临着停工或

“零用工”局面，这也会对电力行业造成冲击。从地区来看，疫情较

重的中东部的用电量增速将大幅下滑，而疫情程度较弱的西部地区对

用电量的贡献率将继续提高。单就 2019 年而言，东部、中部、西部

和东北地区用电量所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47.2%、18.7%、28.3%、5.8%

（ 数 据 来 源 ： 中 国 储 能 网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806618.html），所以预计 2020 年，

中、东部用电比重将有所降低，西部用电量比重提高。 

3. 对石油化工行业的冲击 

在诸多能源行业中，油气行业受本次疫情的冲击最大。由于新型

冠状病毒的爆发与扩散，国际油价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开始进入了新

一轮的下跌，同时国内天然气价格也出现下降趋势。截至 2 月 10 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降至 50 美元/桶，较 1 月 21 日跌幅 14%；布伦特

原油现货价格降至 54.0 美元/桶，较 1 月 21 日跌幅 15% （数据来源：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https://www.eia.gov/）。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

油气消费国，疫情会极大的削弱全球油气需求，因此 OPEC 技术委员

会最终给出了 60 万桶/日的减产建议（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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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侧，由于新型肺炎疫情的不断扩散，国内许多高速都采取

限行政策，很多地区公共交通停止运作，一系列室外娱乐活动以及室

内聚集性娱乐活动都被叫停，因此私家车出行大幅度减少，居民出行

需求大幅度下降。受延迟复工政策影响，大型户外工程、工矿企业、

物流运输等行业短期内难以复工，工业需求也将出现下滑。在供给侧，

受限行政策以及物流运输受阻的影响，油气企业库存压力加大，去库

存保销量成为短期内油气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且油气企业也需执行

延期复工政策，这使得短期内油气资源的供应有下降的趋势。 

4. 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对可再生能源行业产生较大的冲击。2020 年 1

月 23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国家能源局关于 2020 年风电、光伏发

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为 2020 年国内风电光伏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本次疫情对光伏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复工延迟、物流受限、出

口受阻三方面。延期开工将导致 2019 年结转到 2020 年初的光伏竞价

补贴项目无法按时完成并网，从而错过 2020 年 3 月 31 日和 6 月 30

日两个补贴时点，加重企业财务负担。但不同于 2019 年，2020 年相

关政策出台时间较早，欲申报企业有三个月左右的准备期，因此，疫

情对 2020 年光伏发电项目影响较小。受疫情影响，物流审查更为严

格且货流速度变慢，部分设备难以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区域，导致

工期后延。在进出口限制方面，光伏发电项目原有订单或将存在延迟

履行风险，同时新增订单可能减少，但大型企业的海外产能将助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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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市场的光伏产品供应，从而有效缓解疫情冲击。疫情虽然会对光伏

行业造成短期影响，但疫情结束后，国际间人员往来及贸易流动将恢

复正常，国内产能出口也将快速恢复，因此疫情对光伏行业全年整体

影响有限。 

就风电行业而言，疫情的影响也不大。受疫情扩散的影响，虽然

会有部分项目因为延期复工而受到影响，但是从全年角度来看，延期

复工并不影响全年装机并网容量，长期来看，风电项目将继续抢装，

迎来并网高峰。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负面

冲击将主要集中于第一季度，主要表现为消费减少、部分经济活动中

断、失业率上涨以及 GDP 增速放缓。而受疫情影响导致积压的市场

需求会在第二季度爆发，所以预计我国第二季度部分行业会出现明显

反弹，疫情对全年的经济增长冲击并不大，并不影响我国经济平稳向

好的发展态势。 

为减轻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平稳度过这一非常时

期，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宏观政策建议： 

1. 做好疫区电力保障工作，满足疫情防控电力需求。本次疫情

导致工商业，制造业以及重化工业等行业停产停工并延期复工，使得

用电需求出现下降，电力行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电力行业还肩

负着满足疫区医院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的责任，所以电力部门需要做

好电力保障工作，保证疫情防治重点医院、重点生产企业和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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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的稳定供应，可采取欠费不停电等措施。 

2. 增加原油战略储备，保障聚丙烯等口罩、防护服等化工原材

料供给充裕、价格稳定。受疫情影响，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两油价格

创近三个月来最低。作为多煤少油的国家，面对国际油价的下跌，我

国鼓励相关企业增加原油进口，增加战略储备。所有聚丙烯生产企业

均应继续扩大产能，同时除中石油、中石化以外的聚丙烯生产厂商也

应做到聚丙烯价格的稳定，保障口罩、防护服等重要防疫物资供给充

足稳定。 

3. 建议光伏竞价项目补贴政策中的两个时间节点 2020年 3月 31

日、6 月 30 日向后延长 1-2 个月，保证生产安全与光伏发电企业基

本经济利益。中央政府应摸底调研疫情造成的延期开工会造成多少的

光伏竞价项目不能在两个关键时间节点完工，精准施策，适当调整针

对这类光伏竞价项目的两个关键补贴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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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国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的潜在收益展望 42 2019 年光伏及风电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17 “十三五”及 2030 年能源经济展望 43 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发展与展望 

18 能源需求预测误差历史回顾与启示 44 2020 年光伏及风电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19 2016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45 砥砺前行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20 2016 年石油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46 2020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21 海外油气资源国投资风险评价指数 47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进展与布局展望 

22 “十三五”北京市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潜力分析 48 2020 年碳市场预测与展望 

23 “十三五”碳排放权交易对工业部门减排成本的影响 49 新冠肺炎疫情对能源系统总体影响评估 

2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展望 50 新冠肺炎疫情对煤炭和电力行业影响评估 

25 2017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51 新冠肺炎疫情对石油化工行业影响评估 

26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016 回顾与 2017 展望 52 新冠肺炎疫情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影响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