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在多
省市大規模拉閘限電後，北京、上海、深圳亦
公布停電計劃。其中北京9月27日至10月3日
的停電計劃，涉及中心城區、朝陽、海淀、通
州及遠郊區等。國家電網北京市電力公司對此
回應，指停電計劃為常規的計劃檢修，目前首
都電網供應充足，平穩有序，可確保滿足全市
用電需求。
北京市電力公司表示，網傳的計劃停電安排

信息，源於其公司官方網站對9月27日至10月
3日一周的計劃檢修所做的社會公告。計劃檢
修是電網公司一項常規工作，目的是進行設備
日常檢修運維和電網升級改造。國家電網有關
人士表示，「此次北京地區涉及停電為計劃停
電。計劃停電是指因為某種原因可能造成某地
區範圍內電力線路供電中斷，電力公司根據上
級指示，在某時間段對特定地區內實行停電的
措施。」據國家電網網上營業廳發布的消息顯
示，停電類型分為計劃停電、故障停電、違約
停電、有序用電停電、竊電停電、欠費停電、
臨時停電等多種類型。
此外，臨近國慶假期，上海、深圳也公布停

電計劃。國網上海電力27日發布聲明稱，網上
出現《9月 27 日-10 月 3日上海計劃停電通
知》，結合近期個別省份出現限電情況，致使

不少市民產生了擔憂。上海電力也稱計劃停電
是電力部門開展的一項常規工作，強調目前上
海電網供電形勢總體平穩有序，可確保滿足全
市生產生活用電需求。
深圳供電局也強調，計劃停電不是限電，是
設備需要「定期體檢」。絕大部分的計劃停電
供電局都會採取轉供電、發電車等方式，實現
「不停電作業」，對工商業、居民幾乎沒有影
響，僅有小部分不具備不停電操作條件的區域
會造成短時停電。

廣汽要求關燈關空調
截至目前，內地已經有20個省、自治區和直
轄市出台了力度不等的停、限電措施。有企業
用盡辦法來省電，彭博社報道指，廣州汽車為
了省電，要求生產時關燈且打開窗戶、不要使
用空調。廣州汽車的新能源汽車製造部門廣汽
埃安要求員工在不使用時關閉電腦顯示器、打
印機等設備，減少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電力
消耗。
公司表示，如果使用空調，溫度不應低於28
攝氏度。廣汽埃安說目前生產時間不受限電影
響，但「要充分認識節約用電對保民生保生產
的重要性，自覺樹立節約用電觀念。」工廠並
正利用其光伏發電系統來確保電力供應。

京滬深紛停電 強調屬正常檢修

限電潮波及到了福建。福建省有關方

面稱，由28日開始啟動有序用電，多

個地區28日至30日停止生產用電，之

後各地政策不一，有的地方將實行「停

二開一」，即一個月只生產10天，並

將持續到今年底。有在泉州的港商對此

憂心忡忡，擔心因為限電影響交貨，有

出口訂單也不敢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泉州報道

●泉州某港企28日凌晨接到限電通知，即日起停產。
記者蔣煌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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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電網公司28日召開
保障供電緊急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密切
跟蹤電煤、燃氣供應和來水來風情況，
做好負荷預測，科學安排電網運行方
式；把電力保供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
最緊迫的政治任務，全力以赴保障電力
供應。

引導用戶錯峰避峰
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辛保安稱，進入9

月份，受多種因素疊加影響，電力供需
形勢面臨着新的考驗和挑戰。他提出，
要從六個方面加大電網跨區跨省資源調
配力度，全力守住民生用電底線。
「堅決守住大電網安全生命線和民生

用電底線，全力以赴保障電力供應。」
辛保安表示，要堅持「需求響應優先、
有序用電保底」，積極配合政府完善有
序用電方案並推動落實，引導用戶合理
錯峰避峰，嚴控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用

電。另外，要強化統一調度，加強發電
機組併網管理。密切跟蹤電煤、燃氣供
應和來水來風情況，做好負荷預測。加
強重要輸電通道、重點用戶供電線路的
運行監測，持續鞏固「三道防線」。
同時，要加大電網跨區跨省資源調配
力度，及時掌握各類電源發電能力，充
分發揮大電網優勢，強化大範圍資源優
化配置，加大餘缺調劑力度。以及積極
營造良好供用電環境，全力做好國慶保
電與迎峰度冬準備工作。他還要求各級
單位全面啟動保供電應急機制，負責人
堅決扛起電力保供責任，以更高標準、
更大力度落實落細各項保供措施。
另外，中國國投電力表示，旗下兩河
口水電站兩台機組── 5號、6號機組於
9月29日正式投產發電。兩河口水電站總
裝機容量300萬千瓦，多年平均年發電量
約110億千瓦時，本次兩台機組為首批正
式投產發電的機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動能源板塊跑贏
大市，加上人民銀行稱要維護房地產市場
的健康發展提振地產板塊，上證綜指結束
之前連續兩個交易日的下挫，28日收報
3,602點，漲0.54%；深成指跌0.21%，報
14,313點；創業板指跌0.62%，報3,211
點。兩市成交總額10,438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前一交易日驟降3,219億元，
北向資金淨流入近48億元。
內地限電令下，油氣開採及服務、可燃

冰、燃氣、頁岩氣、天然氣等漲幅均超過
5%。綠色電力、電力亦有亮眼表現，個
股中大唐發電、桂東電力、上海電力、申
能股份、節能風電等逾10股集體漲停。油

價連續第六天攀升，中證能源指數漲
5.1%，中證申萬煤炭指數漲4.3%。

內房股大力反彈
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三季度例會

稱，維護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維護
住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房地產股大力
反彈，廣宇發展、鐵嶺新城漲停，金科
股份、萬科A、招商蛇口等漲逾5%。銀
行股亦走強，常熟銀行漲超6%，蘇農銀
行漲逾 4%，滬深 300 地產指數收漲
5.6%，收盤為近六周新高。
啤酒、飲料製造、白酒、食品加工製造

等板塊領跌，個股中迎駕貢酒跌停，伊力
特、金種子酒、老白干酒等跌逾5%。

能源板塊走強 滬指重上3600點

● 能源板塊走強下，上證綜指結束之前連續兩個交
易日的下挫，收報3,602點。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電
力短缺疊加能耗大考，近期內地多省份大規
模限電，多地企業遭遇拉閘斷電，半導體企
業也未能倖免。近日，江蘇蘇州、昆山等地
多間芯片製造、側封企業因政府限電停工至
9月30日，業內擔憂措施令芯片荒加劇。有
專家指芯片企業生產有特殊性，呼籲「勿讓
卡脖子行業被限電卡脖子」。
芯片行業歷來是用電用水的能耗大戶，目

前內地芯片製造企業主要集中在江蘇和粵港
澳大灣區，近期江蘇、廣東等地均
出現不同程度拉閘限電，芯片
企業亦被波及。早前，半導
體硅晶圓廠環球晶圓稱，其
昆山廠配合蘇州限電政
策，暫時停工至 9 月 30
日；日月光半導體昆山公
司也發布通知，9月27日8
時至9月30日24時工廠將被

限電停工。半導體封裝材料供應商長華科技
等側封企業亦從26日晚間停工至本月底。

關停設備損使用壽命
芯謀研究董事長顧文軍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半導體製造與封測企業，生產線長年連
續運轉，設備一年只停一次用來檢修維護，
即所謂的「歲休」，因為關停一次對設備的
損耗與壽命有重大影響，設備重啟先要用試
驗芯片測試設備穩定性，然後生產芯片小批
量再測試一遍。「生產線整體停機，需要
對產線上的每台設備都做測試，這是
一個大工程，算上準備物料等環
節，全廠至少要折騰大半個星期
才能重啟產線。這些企業寧可人
工三班倒，也不敢停機器。」
顧文軍還說，年底是電子消費

品旺季，現在正是半導體企業一
年中最繁忙的時候，都在加班加點

趕工趕出貨；再加上現在芯片產能短缺供應
不足，芯片企業被拉閘停電，將令芯片荒加
劇，對整個產業鏈及下游產業鏈都有一層層
傳導擴大影響。

一刀切或加劇芯片荒
他認為，「能耗雙控」是針對螺紋鋼、黃

磷、電解鋁、建材、煤電等高耗能低端產
業。芯片企業被限電是對「能耗雙控」國
策、對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國策的雙重誤讀。
「運動式『減碳』已被政治局會議點名批
評，『一刀切』要求企業停產、限產，後患
無窮。」
顧文軍建議，各地產業主管部門應對能耗

進行更精細化管控，而非簡單粗暴的「一刀
切」限電，整體考量產業鏈，不搞特殊襲
擊，給予特殊的規模半導體企業一定豁免
權。未來企業到地方投資，也要通盤考量地
方能耗水平，供應鏈管理能力。

福建港商徬徨 有單不敢接

專家冀予芯片企一定豁免權

●●顧文軍顧文軍

「我們是第一批限電的企業。本來跟美
國貿易戰，關稅從十幾點暴增到四

十幾點；又因為疫情，海運貨櫃價格翻了近
十倍。現在加上限電，有單不敢接，接來訂
單貨期又不敢保證，就算接了訂單趕製出
來，也不一定能出得去。」港商程先生在福
建泉州的工廠生產出口箱包，說起停電他愁
容滿面。

泉州施行限電三日
泉州是中國東南沿海製造業重鎮，2020年

GDP全國排名第十八位，全社會用電534.68
億千瓦時。然而，9月28日起當地施行限電
三日政策，後續將按當地各縣市區安排，有
部分地區至今年底將執行「停二供一」用電
政策。
福建省於9月28日起啟動階段性有序用

電，尤其是對產業結構調整目錄中淘汰類、
限制類企業，可中斷生產的高耗能企業等工
業用戶實施有序用電。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
的一份文件顯示，福建省限電政策是基於
「雙控」考核要求。

「貴單位已納入有序用電管理，請於9月
28日8時至9月30日24時停止生產用電，
僅保留10%以內的負荷用於辦公、生活等
用電，對未按規定停產限電的，將採取強
制停電措施，若違反一次將連續停電7日，
請貴單位遵照執行。」泉州市惠安縣某企
業向記者提供的停產限電信息，落款為惠
安縣工業信息化和商務局和國網惠安縣供
電公司。
程先生的公司於28日凌晨1時許被通知限
電，「雖然現在不是旺季，但是到十月開始
就是旺季了，我們早上7點通知員工不上
班，趕着出口的部分訂單緊急拉到目前未執
行限電區域的另一個工廠趕工。」

工廠員工齊恐入不敷出
最令程先生擔憂的是，其企業所在區域目
前還未明確「停幾開幾」。「南安市光伏基
地在10月1日起至今年結束，執行的是『停
二開一』。據說我們這裏將執行的是電費不
能超過8月份的三分之一。」他對此感到無
奈，「企業一個月生產10天，怎麼維持開

銷？企業慘，工人也慘。工人一個月上十天
班，三分之一的工資怎麼養活家人？有的人
還有房貸、車貸、孩子上學，都等着那些工
資。」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其行業內一線工人
一個月能賺到6,000元人民幣工資已經是高手
級熟練工，倘若工廠只能維持三分之一產
能，工廠養不活工人，工人3個月都只能拿
到三分之一的工資，他們也留不住。

短期陣痛 長遠利好行業
記者了解到，目前福建省內鞋服、箱包、
石材、工程機械等產業均受到影響。「短期
肯定是全產業都受影響，畢竟馬上就要進入
旺季了。」但泉州某工程機械公司蔣姓負責
人表示，國家通過供給側改革，砍掉過剩產
能的同時，或將為中國製造提升國際市場定
價話語權。
另外，有出口公司人士表示，中國製造在
國際市場很大部分陷入低價惡性競爭，成本
多少賣多少，只賺退稅錢。「通過限電停
產，長遠來看，或是好事。」蔣說。

內地限電潮續擴大 多地要求工廠限產

●國家電網有限公司28日召開保障供電緊急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全力以赴保障電力供
應。 網絡圖片

▶ 福建省由28日開始啟動有序用電，多個地區
28日至30日停止生產用電。泉州某工程機械工
廠的車間大門緊閉。 蔣煌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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