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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ＬＭＤＩ模型的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黄天铭，张新华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文章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０个省（市、区）的居民电力消费数据，将消费强度效应、经济效应、用
电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 效 应 作 为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的 影 响 因 素，构 建ＬＭＤＩ模 型，从 全 国－各 地 区－各 省

（市、区）三个层面对居民电力消费量进行增长动因分析。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 而 言，经济效应和用电强

度效应是促进我国居民电力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就六大地理区域层面而言，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是我

国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地区；就各省（市、区）而言，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位居居民电力消费增量前

三。最后通过比较分析各地区、各省（市、区）的居民电力消费增长情况，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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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 电 力

消费量占总 电 力 消 费 量 的 比 例 越 来 越 高，电 力

逐步成为居 民 日 常 生 活 中 不 可 替 代 的 必 需 品。

纵观过去 近２０年 的 数 据 可 发 现，２０１７年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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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电力消 费 量 为９　０７１．６亿 千 瓦 时，以２０００
年为基准，平均年增长率为３０．８７％；２０１７年华

东地区居民生活电力 消 费 量 是 西 北 地 区 的６．５
倍，广东 省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是 青 海 省 的３４．５
倍。据《２０１９中国电力供需分析报告》预测，我

国居民生活用电仍将持续快速增长。在这样的

背景下，居民 电 力 消 费 的 过 快 增 长 和 我 国 各 地

区、各省（市、区）居 民 电 力 消 费 不 均 匀 的 现 象，

将会给电力部门的管理及运营规划带来一定的

挑战。因此，剖 析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影 响 因 素 和 增

长趋势将显 得 尤 为 重 要，这 对 于 节 能 减 排 政 策

的制定和能 源 保 障 工 作 来 说，也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和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外 学 者 已 从 多 个 角 度 探 究 居 民

电力消费的 影 响 因 素，并 在 此 基 础 上 对 居 民 电

力消费量进 行 预 测。其 中，相 楠 等 学 者 对 我 国

四个城市的居民生活用电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与

访谈，结果表明，调整电价会有效改变居民用电

倾向［１］；王 旭 强 等 学 者 结 合 天 气、节 假 日 因 素，

用时序分解 法 研 究 真 实 的 居 民 用 电 消 费 数 据，

进而挖掘分 析 居 民 用 电 特 点 和 行 为 规 律［２］；林

伯强等学者认为，居民收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对家电消费 量 有 正 向 影 响［３］；Ｋｉｍ认 为 电 器 数

量影 响 家 庭 用 电 量［４］；Ｇｕｏ等 学 者 从 社 会 心 理

学角度综述 了 影 响 人 们 能 源 消 费 的 重 要 因 素，

总结出家庭成员数量、孩子个数、年龄构成等不

同家庭的电力消费特征影响家庭用电［５］。这些

研究者将电 价、天 气、居 民 收 入、城 市 化 水 平 和

家庭特征等作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考量

指标，此类研 究 的 共 同 点 均 侧 重 于 计 量 模 型 和

方法，主要是 通 过 模 型 估 计 所 得 的 系 数 来 判 断

某个因素的 影 响 程 度，其 缺 点 在 于 系 数 估 计 结

果受样本影 响，且 该 方 法 不 能 具 体 量 化 分 析 各

因素对总增量的影响程度。

对此，Ａｎｇ指 出，对 数 平 均 迪 氏 指 数 法

（ＬＭＤＩ）不仅适用于能源和环境领域，还可以具

体量化因各 种 因 素 变 化 而 产 生 的 影 响 程 度［６］，

恰好解决 了 前 期 研 究 中 存 在 的 问 题。近 年 来，

指数分解法被广泛应用在碳排放、碳生产率、煤

炭消费、天然 气 消 费、石 油 消 费、电 力 消 费 和 能

源消费等研究领域［７－１３］。进一步探究电 力 消 费

的研究成果，通过归纳发现，运用该方法研究居

民电力消费 影 响 因 素 的 学 者 为 数 不 多，近 年 发

表的文献有：Ａｃｈｏ等 学 者 对 巴 西１９８０－２００７
年的居民电 力 消 费 量 从 活 动、结 构 和 强 度 三 个

方面进 行 了 研 究［１４］；荣 秀 婷 等 学 者 对 安 徽 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居民电力消费增量进行动因分解，

认为居民条件改善和用电强度提升是主要增长

动因［１５］；Ｌａｎｇ等学者对陕西省居民电力消费进

行增长动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生活条

件是重 要 影 响 因 素［１６］。对 比 上 述 运 用 计 量 模

型分析居民 电 力 消 费 影 响 因 素 的 文 献，可 发 现

这些运用ＬＭＤＩ指数分解法对居民电力消费影

响因素的研 究 还 有 进 一 步 延 展 挖 掘 的 空 间，且

可以研究剖析我国居民电力消费近年来的整体

情况和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分 析，可 总 结 出 现 有 研 究 的 不 足

之处在于：一 是 使 用 计 量 模 型 探 究 居 民 电 力 消

费影响因素 的 文 献 有 很 多，且 切 入 角 度 和 方 法

多样，但其不 能 具 体 量 化 分 析 各 因 素 对 总 增 量

的影响程度。二是ＬＭＤＩ指数分解法对于能源

领域的运用 较 为 广 泛，但 对 居 民 用 电 的 研 究 相

对较少，运用 该 方 法 对 于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影 响 因

素的研究还有待延展和挖掘。三是国内研究者

们运用ＬＭＤＩ指数分解法偏向于对我国某个省

（市、区）进行研究，尚未查见近年来相关文献对

我国的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全国－各地

区－各省（市、区）三个层面的分解剖析。

因此，本文创新点在于：运用ＬＭＤＩ指数分

解法，将研究视角从单一省（市、区）扩展到了全

国各地区、各省（市、区）；探究并延展了我国居民

电力消费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对全国各地区、各

省（市、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贡献度进行

相应的分解计算并对比分析。这将有助于电力

部门从整体和局部认清居民电力消费量变化规

律，为决策者管理及制定运营规划提供帮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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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我 国 制 定 节 能 减 排 政 策 和 各 地 区、各 省

（市、区）不同的居民电价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ＬＭＤＩ模型构建

常用的指数分解法一般分为拉氏指数分解

法（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Ｉｎｄｅｘ）和 迪 氏 指 数 分 解 法（Ｄ
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两种，Ａｎｇ的实证研究通过比较各

种指数分解 分 析 法，最 终 将ＬＭＤＩ确 定 为 指 数

分解法的首选方法［１７］。Ｌ　ＭＤＩ指数分解法是基

于目标变量 的 分 解，一 种 不 产 生 残 差 的 完 整 指

数分解方法，其 基 本 思 想 是 将 目 标 变 量 的 变 化

分解为若干 构 成 要 素 的 变 化，通 过 判 别 各 构 成

要素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影响目标变量的主要驱

动因素。综合 国 内 外 学 者 的 相 关 研 究，本 文 将

居民电力消 费 影 响 因 素 归 纳 为 消 费 强 度 效 应、

经济效 应、用 电 强 度 效 应 和 人 口 规 模 效 应 等。

根据ＬＭＤＩ指数 分 解 法 定 义，构 建 居 民 电 力 消

费增量模型如下：

Ｅ＝∑
ｉ
Ｅｉ＝∑

ｉ

Ｑｉ
Ｃｉ
·Ｃｉ
Ａｉ
·Ａｉ
Ｐｉ
·Ｐｉ＝∑

ｉ
Ｓｉ·

Ｆｉ·Ｉｉ·Ｐｉ （１）

　　式（１）中：Ｅ 为 全 国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总 量；ｉ
表示第ｉ个省（市、区）；Ｑｉ 为 第ｉ个 省（市、区）

的居民电力消费总量；Ｃｉ 为第ｉ个省（市、区）的
居民可支配 收 入；Ａｉ 为 第ｉ个 省（市、区）的 主

要用电的电器个数；Ｐｉ为第ｉ个省（市、区）的常

住人口 数，表 示 人 口 规 模 效 应；Ｓｉ 为 第ｉ个 省

（市、区）单 位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下 的 居 民 电 力 消

费量，即单位人均可支配收入用电消耗，表示消

费强度效应；Ｆｉ 为第ｉ个省（市、区）单位用电器

个数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表示经济效应；Ｉｉ 为

第ｉ个省（市、区）人均主要用电器个数，表示用

电强度效应。式（１）中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Ｓｉ＝Ｑｉ／Ｃｉ （２）

Ｆｉ＝Ｃｉ／Ａｉ （３）

Ｉｉ＝Ａｉ／Ｐｉ （４）

采用ＬＭＤＩ指 数 分 解 法 的“加 法 分 解”形

式，在时间 序 列 上 进 一 步 对 式（１）分 解，从 第０
年到第Ｔ 年 的 全 国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总 量 变 化 表

示如下：

ΔＥ＝ＥＴ －Ｅ０＝∑
ｉ
ＳＴｉ·ＦＴ

ｉ·ＩＴｉ·ＰＴ
ｉ －

∑
ｉ
Ｓ０ｉ·Ｆ０ｉ·Ｉ０ｉ·Ｐ０ｉ ＝ΔＥｓｔｒ＋ΔＥｆｉｎ＋ΔＥｉｎｔ＋

ΔＥｐｏｐ （５）

　　式（５）中：ΔＥ 表示总变化量，即总效应；ＥＴ

表示第Ｔ 年居民电力消费量；Ｅ０ 表示第０年居

民电力消费量；ΔＥｓｔｒ，ΔＥｆｉｎ，ΔＥｉｎｔ，ΔＥｐｏｐ分别表

示消费强度效应、经济效应、用电强度效应和人

口规模效应变化对居民电力消费增长总量的贡

献度，具体表达式如下：

ΔＥｓｔｒ＝∑
ｉ

ＥＴ
ｉ －Ｅ０ｉ

ｌｎＥＴ
ｉ －ｌｎＥ０ｉ

·ｌｎ
ＳＴｉ
Ｓ０ｉ（ ） （６）

ΔＥｆｉｎ＝∑
ｉ

ＥＴ
ｉ －Ｅ０ｉ

ｌｎＥＴ
ｉ －ｌｎＥ０ｉ

·ｌｎ
ＦＴ
ｉ

Ｆ０ｉ（ ） （７）

ΔＥｉｎｔ＝∑
ｉ

ＥＴ
ｉ －Ｅ０ｉ

ｌｎＥＴ
ｉ －ｌｎＥ０ｉ

·ｌｎ
ＩＴｉ
Ｉ０ｉ（ ） （８）

ΔＥｐｏｐ ＝∑
ｉ

ＥＴ
ｉ －Ｅ０ｉ

ｌｎＥＴ
ｉ －ｌｎＥ０ｉ

·ｌｎ
ＰＴ
ｉ

Ｐ０ｉ（ ） （９）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考虑到数据 的 完 整 性 和 可 获 取 性，研 究 样

本选取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 中 国３０个 省（市、区）

的居民电力 消 费 数 据，构 建ＬＭＤＩ模 型 对 我 国

居民电力消费进行增长动因分析。由于数据的

缺失，全文所 涉 及 的 数 据 及 图 表 均 未 能 包 含 西

藏以及港澳台地区。本研究所用到的数据包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 各 省（市、区）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各省（市、区）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各 省（市、

区）常住人口 数、各 省（市、区）平 均 家 庭 规 模 和

各省（市、区）平均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研究

中提及的主要用电电器是从中选取的五种耐用

消费品，分别 为：洗 衣 机、电 冰 箱、彩 色 电 视 机、

空调和热 水 器。这 些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年的《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 的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的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年 的 统 计 年 鉴，个 别 年 份 的 省（市、区）级

数据有所缺失，以移动平均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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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结果分析

（一）全国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分解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有了显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２０１５年的

６　３８４元提升到了２０１７年 的２５　９７４元，人 民 生

活质量也逐 步 提 升，对 美 好 生 活 向 往 的 程 度 日

益增长。我 国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从２０１５年 的２
８４６亿千瓦时增加到了２０１７年的８　７０７亿千瓦

时，增长了约３．０６倍，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呈 递 增

趋势（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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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电力消费量（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根据公式（６）－（８），可得到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

我国居民电 力 消 费 影 响 因 素 逐 年 分 解 结 果（如

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这十三年里居

民电力消费量增加了５　８６１．０１亿千瓦时，每年

的居民电力消费量增长总效应均在３００亿千瓦

时以上，消费 强 度 效 应 对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增 长 的

总贡献度为负值，对居民电力消费起抑制作用；

经济效应、用 电 强 度 效 应 和 人 口 规 模 效 应 对 居

民电力消费 增 长 的 总 贡 献 度 为 正 值，对 居 民 电

力消费起促进作用。观察和比较逐年数据得出

以下结论：经 济 效 应 和 用 电 强 度 效 应 是 促 进 我

国居民电力 消 费 增 长 的 主 要 因 素，分 别 使 居 民

电力 消 费 量 增 长 了５　４４０．０２亿 千 瓦 时 和１
７４７．１４亿 千 瓦 时，贡 献 率 分 别 为９２．８２％和

２９．８１％；消费强度效应是抑制我国居民电力消

费增长的主 要 因 素，导 致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减 少

了１　８１７．１１亿 千 瓦 时，贡 献 率 为－３１％；人 口

规模效应使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增 长 了４９０．９６亿

千瓦时，贡献率为８．３８％。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年份 消费强度效应 经济效应 用电强度效应 人口规模效应 总效应／（亿千瓦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５．９３　 ２３１．２１　 １２７．９３　 ３１．４２　 ３７４．６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１７６．９７　 ３４０．３２　 １６７．２３　 ３４．３７　 ３６４．９５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１０．３１　 ４５８．９４　 ７３．９８　 ４０．０７　 ３６２．６９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１８０．４２　 １７０．０７　 ２２８．４１　 ４２．７２　 ６２１．６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６９．５６　 ３４６．６２　 ２８８．９１　 ５３．６９　 ５１９．６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８９．３０　 ３６０．５４　 ４６４．５６　 ３０．２６　 ５６６．０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２５６．２９　 ６１１．３０　 １８５．６４　 ３５．５７　 ５７６．２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０６．０５　 １　１８８．１３ －６６２．２５　 ３６．３５　 ４５６．１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３７７．０１　 ４１６．８９　 ２３５．５２　 ３７．３４　 ３１２．７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３３６．２５　 ７８３．１９ －１６９．１３　 ４４．１１　 ３２１．９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６２．７２　 ２３６．０４　 ３９７．１４　 ５２．１４　 ７４８．０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１２２．５９　 ２９６．７７　 ４０９．２０　 ５２．９３　 ６３６．３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１　８１７．１１　 ５　４４０．０２　 １　７４７．１４　 ４９０．９６　 ５　８６１．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为了更好 地 分 析 从２００５年 以 来 我 国 居 民

电力消费的影响因素，研 究 根 据 全 国 居 民 总 体

的电力消费 特 征 趋 势，将２００８年 和２０１５年 作

为分界点（如图１所示），分成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三个阶段进行

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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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经济效应和人

口规模效应对居民电力消费的促进作用逐年增

强，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４１．０２％和１３％；消费

强度效应对居民电力消费的抑制作用也逐年增

强，平 均 年 增 长 率 高 达５１４．９１％；而 在２００８
年，用电强度对居民电 力 消 费 的 促 进 作 用 较 上

一年减弱５３．８％，即人均主要用电电器个数的

增长率降低，主要因为 国 家 积 极 倡 导 和 大 力 宣

传的节能减排政策以及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使
得居民购买 家 用 电 器 的 力 度 降 低。因 此，这 一

阶段的居民电力消费 总 效 应 呈 递 减 趋 势，即 居

民电力消费增速放缓。

第二阶 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由 于２００８年

的金融危机，我国失业率上升，从而使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 增 长 速 率 低 于 之 前 年 份，因 此，２００９
年的经济 效 应 降 低 了６２．９４％，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占居民可支配收入 的 比 重 增 加，从 而 使 消 费

强度效应对居民电力 消 费 产 生 促 进 作 用；人 口

规模效应在２０１１年降低了４３．６４％，其主要原

因可归结为计划生育 政 策 抑 制 其 人 口 增 长 率，

且２０１０年的人 口 数 据 为 当 年 人 口 普 查 推 算 结

果，而其余年份的人口 数 据 为 人 口 抽 样 调 查 推

算结果，因 此 造 成 降 幅 偏 大。在２０１２年 以 前，

我国对于居民用电实 施 单 一 制 电 价 政 策，经 济

效应和用电强度效应 整 体 呈 增 长 趋 势，消 费 强

度效应为降低趋势；而自２０１２年起，我国开 始

全面实施居民阶梯电 价 政 策，使 得 消 费 者 开 始

对节能电器敏感起来，这是造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间的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率逐年减弱的原因之一；

２０１３年用电强度效应呈负增长状态，其主要原

因是由于从２０１３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调查统

计数据与之前年份的指标口径有所差别，导致主

要用电电器个数下降，并使得２０１３年的经济效

应明显增大，消费强度效应降低。总体来说，这
一阶段的居民电力消费总效应呈不稳定波动趋

势，即居民电力消费增速不均匀变化。

第三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我国各地区人

口规模效 应 的 贡 献 度 在 这 一 阶 段 开 始 匀 速 增

长，是构成居民用电量上升的稳定因素，也是未

来电力部门对居民用电量进行预测需要纳入考

虑的主要因素。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居民用电增

长量开始明显高于之 前 年 份，这 一 阶 段 整 体 居

民电力消费增速提升。这说明随着时代的不断

发展，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逐年俱增，也印

证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在现阶

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电力部门需要针 对 居 民 多 元 化 的 需 求 提

供多样化的服务，以顺应居民用电增长趋势。
（二）各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分解

为了探究各地区居民电力消费特征，对全

国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进一步分

解成各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产生的不同

贡献度。根据我 国 的 行 政 划 分，研 究 选 用 影 响

较为深远的划分方式，将 我 国 按 六 大 地 理 分 区

进行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 分 析 和 研 究（如

表２所示）。

表２　中国六大地理分区

地理区域 省（市、区）名称

华北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东北地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

华东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中南地区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地区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北地区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由表３可知，华 东 地 区 和 中 南 地 区 是 我 国

居民电力消 费 增 长 的 主 要 地 区，分 别 增 长 了２
０５５．０９亿千瓦时和１　７４５．３３亿千瓦时，占全国

居民电力消费量的３５．０６％和２９．７８％；华北地

区和西南地区居民电 力 消 费 量 次 之，分 别 增 长

了７２４．３８亿 千 瓦 时 和７２７．８８亿 千 瓦 时，占 全

国居民电力消费量的１２．３６％和１２．４２％；东北

地区和西 北 地 区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分 别 增 长 为

２７３．８２亿 千 瓦 时 和３３４．５１亿 千 瓦 时，占 全 国

居民电力消费量的４．６７％和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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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全国六大地理区域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

地理区域 消费强度效应 经济效应 用电强度效应 人口规模效应 总效应／（亿千瓦时）

华北地区 －２９７．３６　 ７２８．５１　 １８２．９２　 １１０．３１　 ７２４．３８

东北地区 －２７３．２３　 ４１４．７７　 １２９．１５　 ３．１３　 ２７３．８２

华东地区 －５６１．７５　 １　８８８．０７　 ５５９．３７　 １６９．４０　 ２　０５５．０９

中南地区 －３８１．４１　 １　４５３．４３　 ５１５．１０　 １５８．２０　 １　７４５．３３

西南地区 －２２０．５０　 ６６３．６９　 ２５７．６５　 ２７．０５　 ７２７．８８

西北地区 －８２．８５　 ２９１．５４　 １０２．９４　 ２２．８８　 ３３４．５１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接下来，结合图２至图７所示数据，按照图

１划分的三个时段对我国六大地理区域居民电

力消费影响因素作进一步具体分析。图２至图

７依次分别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

北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

华北地区：从图２中可看出，第二阶段是居

民电力消费量最高的 阶 段，经 济 效 应 是 整 个 阶

段促进居民电力消费 量 增 长 的 主 要 因 素；第 二

阶段的人口规模效应 较 其 他 两 个 阶 段 来 说，增

长略为显著，是人口流入的黄金阶段；而消费强

度效应仅在第二阶段对居民电力消费抑制作用

明显，在居民电力消费量逐年增长的情况下，可

知第三阶段的居民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速 放 缓，低 于

第一、二阶段。因此，对于华北地区，影响居民

电力消费的因素主要是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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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华北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

因素的分解结果（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东北地区：由表３可知，该地区为六大地理

区域中居民电力消耗量最低的地区。结合图３
来看，人口规模效应在 整 个 阶 段 对 居 民 电 力 消

费量的促进作用很低，且 在 第 三 阶 段 出 现 了 负

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基 本 上 对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无

影响；由于消费强度效 应 在 第 二 阶 段 抑 制 作 用

较强，从而使得第一阶 段 和 第 二 阶 段 的 总 效 应

没有明显差别；经济效应为第一、二阶段影响居

民电力消费的主要因 素，而 用 电 强 度 效 应 为 第

三阶段影响居民电力消费的主要因素。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量

2005-2008 2008-2015 2015-2017

消费强度效应
经济效应
用电强度效应
人口规模效应
总效应

时间

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东北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

因素的分解结果（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华东地区：该地区为六大地理区域中居民

电力消费量最 高 的 地 区。从 图４可 看 出，其 整

个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效应和用电强度

效应。第三阶段对居民电力消费的总效应略高

于第一阶段，但其影响 因 素 结 构 比 重 有 较 大 区

别：第一阶段主要促进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的 影 响 因

素为经济效应，而第三 阶 段 的 用 电 强 度 效 应 略

高于经济效应，且消费强度效应为正效应，说明

第三阶段的经济增长速率逐渐放缓。

中南地区：该地区的居民电力消费量仅次

于华东地区。由 图５可 知，消 费 强 度 效 应 在 三

个阶段的分布较为均 匀，第 一 阶 段 的 抑 制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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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第二阶段的人口规模效应高于其他阶段；

在第一阶 段 和 第 三 阶 段 的 总 效 应 相 近 的 情 形

下，经济效应和用电强度效应的区别在于：第一

阶段促进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经 济 效

应，而第三阶段的经济 效 应 与 消 费 强 度 效 应 基

本相抵，用电强度效应 为 主 要 促 进 居 民 电 力 消

费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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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华东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

因素的分解结果（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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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中南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

因素的分解结果（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西南地区：从图６可知，在第 一、二 阶 段 主

要促进居民电力消费 的 主 要 因 素 为 经 济 效 应，

第三阶段的用电强度 效 应 略 高 于 经 济 效 应；第

二阶段的消费强度效应是西南地区整个阶段主

要抑制居民电 力 消 费 的 阶 段。从 表３可 知，与

西南地区总效应相当 的 是 华 北 地 区，而 这 两 个

地区影响居民电力消 费 的 因 素 大 有 不 同：从 第

一个阶段来看，人口规 模 效 应 在 华 北 地 区 为 正

效应，而在西南地区为负效应；西南地区的用电

强度效应略高于华北地区；从第二个阶段来看，

华北地区的人口规模 效 应 远 远 高 于 西 南 地 区，

西南地区的用电强度 效 应 持 续 高 于 华 北 地 区；

从第三阶段来看，这两 地 区 的 用 电 强 度 效 应 和

经济强度效应的比重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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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西南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

因素的分解结果（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西北地区：通过图７能够确定经济效应 为

影响该区居民电力消 费 的 主 要 因 素，在 第 二 阶

段贡献度最高，而第三 阶 段 的 经 济 效 应 略 低 于

用电强度效应；从整个阶段来看，该地区的消费

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 最 低，经 济 效 应 的 贡 献 度

也是最低的地区，相较东北地区可知，该地区的

经济效应欠发达，在居民电力消费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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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西北地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

因素的分解结果（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各省（市、区）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影 响 因 素

分解

结合我国六大地理区域居民电力消费影响

因素的分析结果，再进一步对各个省（市、区）进

行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 全 国 各 省（市、区）居 民

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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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全国各省（市、区）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

地区 消费强度效应 经济效应 用电强度效应 人口规模效应 总效应／（亿千瓦时）

北京 －９６．９１　 １８４．２７ －１．５１　 ４３．２８　 １２９．１３

天津 －４２．０１　 ６８．３０　 １０．３３　 ２５．１１　 ６１．７２

河北 －１２３．９０　 ２７３．９７　 １０６．６１　 ２６．９３　 ２８３．６１

山西 －１７．７３　 １０６．６３　 ３６．９０　 １０．７２　 １３６．５２

内蒙古 －１６．８１　 ９５．３４　 ３０．６０　 ４．２７　 １１３．４０

辽宁 －１３９．２４　 ２０３．７４　 ５２．７８　 ５．０９　 １２２．３７

吉林 －５４．４６　 ８２．０２　 ３１．１９ －０．３９　 ５８．３７

黑龙江 －７９．５３　 １２９．００　 ４５．１９ －１．５８　 ９３．０８

上海 －１２５．４７　 １９１．７１　 １７．２４　 ３６．１１　 １１９．５９

江苏 －７４．７９　 ４０９．３７　 １２８．５８　 ２０．４３　 ４８３．５９

浙江 －８９．５１　 ３３５．４３　 ８８．６３　 ３９．４６　 ３７４．０１

安徽 －５４．２２　 １９０．１１　 ８７．４０　 ８．０７　 ２３１．３６

福建 －５６．１９　 ２８７．９２　 ２９．１４　 ２５．４１　 ２８６．２７

江西 －２７．３６　 １３１．７８　 ５２．０２　 ９．０４　 １６５．４８

山东 －１３４．２０　 ３４１．７６　 １５６．３６　 ３０．８８　 ３９４．７９

河南 －７６．０４　 ２５４．４５　 １５７．１８　 ６．８８　 ３４２．４８

湖北 －６８．１４　 ２０６．８３　 ７８．０５　 ８．２０　 ２２４．９３

湖南 －５５．２０　 ２２４．１８　 １０９．３２　 ２０．０７　 ２９８．３６

广东 －１６８．１６　 ５８０．１４　 ９２．９３　 １１０．１０　 ６１５．００

广西 －１６．８５　 １６５．０９　 ６０．２７　 ９．６５　 ２１８．１７

海南 ２．９８　 ２２．７４　 １７．３５　 ３．３１　 ４６．３９

重庆 －３９．３４　 １０３．３２　 ２９．６１　 ９．７８　 １０３．３８

四川 －９９．６３　 ２６７．２０　 １０５．０１　 ６．５９　 ２７９．１７

贵州 －８．７３　 １４６．５５　 ６４．４３ －０．２０　 ２０２．０５

云南 －７２．８１　 １４６．６２　 ５８．６０　 １０．８７　 １４３．２８

陕西 －９．２９　 １４４．０６　 ４０．０１　 ５．６９　 １８０．４７

甘肃 －２５．６９　 ５８．７６　 ２３．６５　 ２．１４　 ５８．８７

青海 －７．０５　 １７．８２　 ５．８６　 １．６６　 １８．３０

宁夏 －８．９７　 １３．６２　 １０．４０　 ２．３５　 １７．４０

新疆 －３１．８５　 ５７．２７　 ２３．０２　 １１．０３　 ５９．４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对比数据发现，贡 献 度 位 居 前 三 的 省（市、
区）依次为广东省、江 苏 省 和 山 东 省，总 效 应 和

贡献率 分 别 为６１５亿 千 瓦 时、１０．４９％，４８３．５９
亿千瓦时、８．２５％和３９４．７９亿千瓦时、６．７４％。
对比这三个省份来看，广 东 省 的 经 济 效 应 和 人

口规模效应最高，但用电强度效应最低，说明该

省的人均主要用电电 器 个 数 较 低，人 口 密 度 较

高。而贡献度最低的三 个 省（市、区）依 次 为 宁

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和海南省，总效应和贡献

率分别为１７．４０亿千瓦时、０．３％，１８．３亿千瓦

时、０．３１％和４６．３９亿千瓦时、０．７９％。从消费

强度效应角度来看，广东省、辽宁省和上海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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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强度 效 应 抑 制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增 长 程 度 最

高，仅海南省的消费强 度 效 应 促 进 该 省 居 民 电

力消费增长。总 体 来 说，消 费 强 度 效 应 对 于 各

省（市、区）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增 长 产 生 抑 制 作 用。

从经济效应角度来看，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

的经济效 应 对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增 长 促 进 作 用 最

大，无一省（市、区）的 贡 献 度 为 负，说 明 经 济 效

应是主要影响各省（市、区）居 民 电 力 消 费 的 主

要因素。从用电强度效应角度来看，河南省、山

东省和江苏省位居前 三，仅 北 京 市 的 用 电 强 度

效应抑制该 市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增 长。此 外，纵 观

各省（市、区）的用电强度效应数据，可发现我国

南部地区 的 用 电 强 度 效 应 要 远 远 大 于 北 部 地

区，这与北方冬季供暖有关。因此，用电强度效

应可作为南部地区影响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主

要因素。从人口规模效应角度来看，广东省、北

京市和浙江省的人口规模效应对居民电力消费

增长促进程度最高，且 位 居 第 一 的 广 东 省 是 位

居第二的北京市的约２．５倍；黑龙江省、吉林省

和贵州省的人口规模效应对居民电力消费增长

起到抑制作用，说明这 三 个 省 份 的 人 口 增 长 速

率缓慢，部分 年 份 常 住 人 口 呈 负 增 长 趋 势。经

计算，平均人口规模效 应 对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的 贡

献度为１６．３７亿千瓦时。因此，总体来看，人口

规模效应 是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稳 定 增 长 的 主 要 因

素。对于居民 电 力 消 费 如 此 之 大 的 地 域 差 异，

各省（市、区）居民电力消费影 响 因 素 的 影 响 程

度各不相同，电力部门需要根据各个地区、各省

（市、区）所具有的特征来规划电能，也可以作为

居民电价政策的参考依据之一。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ＬＭＤＩ指 数 分 解 模 型，将 消 费 强

度效应、经济效应、用电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

应作为居民电力消费 的 影 响 因 素，从 全 国－各

地区－各 省（市、区）三 个 层 面 对 我 国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年的居民电力消费增量进行研究，分解剖

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全国层面来说，我国的

居民电力消费可以分 为 三 个 阶 段：第 一 阶 段 是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我 国 居 民 电 力 消 费 增 速 放 缓；

第二阶段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我国居民电力消费

增速不稳定；第三阶段是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我 国

居民电力消 费 增 速 提 升。综 合 分 析 分 解 结 果，

经济效应、用电强度效 应 和 人 口 规 模 效 应 对 我

国居民电力消费增长 起 促 进 作 用，消 费 强 度 效

应对我国居民电力消 费 起 抑 制 作 用，其 中 经 济

效应和用电强度效应是促进我国居民电力消费

增长的主要 因 素。二 是 从 各 地 区 层 面 来 说，华

东地区和中南地区是我国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

主要地区，但我国居民 电 力 消 费 影 响 因 素 的 影

响程度会因时间阶段和地区的不同而有一定的

区别。如人口规模效应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居

民电力消费增长基本无影响；东北、中南和西南

地区的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结构在第三阶段

发生了变化，居民电力 消 费 增 长 贡 献 度 最 高 的

影响因素 由 经 济 效 应 转 变 成 为 了 用 电 强 度 效

应。三是从各省（市、区）层 面 来 说，广 东 省、江

苏省和山东省依次位居我国居民电力消费增长

量的前三。影响这些省（市、区）的 居 民 电 力 消

费增长的 主 要 因 素 是 经 济 效 应 和 用 电 强 度 效

应，仅有个别省（市、区）对用电强度效应和人口

规模效应的贡献度呈 现 负 值，进 一 步 说 明 居 民

电力消费的影响因素会因为省（市、区）的 不 同

而有所区别。

因此，我国可以根据各地区、各省（市、区）

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 素 的 分 解 结 果，将 影 响 程

度不同的居民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纳入居民电价

政策中作为 参 考 依 据。例 如，影 响 程 度 最 大 的

经济效应，可以划分为 低 中 高 三 个 等 级 收 入 水

平地区或省（市、区），分别实施不同的居民电价

政策，由此可实现节能减排；也可以根据其用电

强度效应的分解结果，调 整 现 行 居 民 电 价 的 分

档区间。此外，建 议 电 力 部 门 结 合 各 地 区 和 各

省（市、区）居民电力消费特征，加强未来居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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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消费量的预测值的 精 准 度，并 针 对 居 民 多 元

化的需求提供多样化 的 服 务，以 顺 应 居 民 用 电

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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