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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energy Internet takes the power system as the core and realizes the comprehensive 
interconnection,	efficient	ut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ergy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nergy	industry,	 innovation	in	the	power	fiel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Interne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novation	in	the	power	sector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efficient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improve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power system opera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power market, and realize the clean,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the power system. However, 
innovation	in	the	power	sector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ynergy,	and	imperfect	
power	market	mechanism.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role	and	problems	of	innovation	in	the	power	fiel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and	strategic	solutions	in	the	power	fiel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Interne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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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的电力领域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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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织金平远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 毕节 552100

摘　要

能源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以电力系统为核心，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能源的全面互联互通、高效利用
和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和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的电力领域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电力
领域创新不仅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还能推动电力市场的改革与创新，
实现电力系统的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然而，电力领域创新目前仍面临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不足、电力市场
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论文将分析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电力领域创新的作用、面临的问题，以及电力领域的创新探索和策略解
决方案，以期为中国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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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能源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能源系统，将各种能源通

过信息网络高效、清洁、安全地互联互通，构建成一个智能

化的能源生态系统。电力作为能源互联网的核心，其领域

的创新探索对于整个能源互联网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近年

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电力系统的运行稳定性与

可靠性面临巨大挑战。因此，电力领域的创新探索成为能源

互联网构建的关键环节。

2 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电力领域创新的作用

2.1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
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互联网的主体，然而，可再生能源的

波动性、不稳定性和地理分布不均等问题，使得其高效利用

面临诸多挑战。电力领域的创新，如大规模储能技术、智能

调度技术、虚拟电厂技术等，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通过

这些技术，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批量消纳，提高可再生能

源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从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 [1]。

2.2 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电力领域的创新对于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可

靠性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电力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可再生

能源的接入，电力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如何确保电力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成为电力领域创新的关键。通过发展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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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故障预测与自愈技术、分布式发电等新技术，可以实

现对电力系统的实时监控和故障诊断，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

效率和可靠性，减少停电事故的发生。

2.3 优化电力资源配置与降低成本
电力领域的创新可以优化电力资源的配置与降低成本，

传统的电力系统存在着电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电力传输损耗

大等问题。电力领域的创新可以通过电力市场建设、智能电

网技术和优化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等手段，实现电力资源的有

效配置和降低电力传输损耗。例如，通过电力市场的建设，

可以根据供需关系和电力价格，实现电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性。

2.4 推动电力行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
电力领域的创新对于推动电力行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能源互联网的构建，电力领域创新可

以促进电力行业的结构优化、业务模式创新和产业升级。如

分布式发电、微电网等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电力从传统的

集中式向分布式、多元化方向发展，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

和适应性。同时，电力领域的创新还可以助力绿色发展，如

碳捕捉与储存技术、绿色能源发电技术等，可以降低电力行

业的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3 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电力领域创新面临的问题

3.1 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不足
电力领域的技术创新是构建能源互联网的基础，当前，

虽然新能源技术、电力电子设备、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电力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方面

仍存在问题。首先，电力领域的技术创新需要跨学科、跨领

域的合作，但目前中国在电力领域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单

一领域，缺乏跨领域的合作。其次，电力领域的技术创新需

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但中国电力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对较低，

缺乏对新技术的持续投入和研发。最后，电力领域的技术创

新需要有良好的产业协同，但中国电力产业的产业链协同不

足，缺乏对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2]。

3.2 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
电力市场机制是构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支撑，当前，

中国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电力市场体系不健

全、电力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电力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等

方面。首先，中国电力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电力市场的交易

主体、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等尚不完善，不能很好地满足能

源互联网的需求。其次，电力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电力价

格不能很好地反映能源互联网中的供需关系，不能有效地激

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最后，电力市场监

管机制不健全，监管机构对电力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不能

很好地保障能源互联网的稳定运行。

3.3 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能源互联网的高度信息化、智能化使得信息安全与隐

私保护成为关键问题。一方面，能源互联网的运行涉及大

量的数据传输和存储，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导致数据泄露、

系统瘫痪等风险。另一方面，电力用户的用电数据、消费习

惯等个人信息也可能被泄露，引发隐私侵权问题。目前，中

国在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还存在立法滞后、技术手段不

足、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

4 电力领域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创新探索

4.1 电力系统的清洁化、低碳化转型
电力系统作为能源互联网的核心部分，承担着将可再

生能源和新能源大规模输送到电力系统的重要作用，其建设

也成为能源互联网构建的关键。在构建能源互联网过程中，

需要在“清洁化”与“低碳化”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清洁化

方面，需要建立以电力为核心的多能互补系统，使各种可再

生能源之间能互相协调、相互支撑，使电力成为各种可再生

能源的“孵化器”。同时，还需要建设可再生能源的交易市

场，实现各类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相互交易。在低碳化方面，

需要加快电力系统低碳化进程，在保证安全、可靠、经济运

行的前提下，实现电力系统低碳化转型 [3]。

4.2 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升级
能源互联网的本质是对以电力为核心的多种能源进行

综合开发利用，以实现多能互补、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电

网作为能源互联网的“中枢”，其智能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

智能电网能够有效推动电力系统运行模式和运行方式的转

变，实现电网企业管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加强电

力系统设备的智能化升级，可将故障风险和事故概率降低，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电网的运行安全性。同时，智能电网能够

有效协调电源、电网、用户之间的关系，实现发电侧、输电

侧与用电侧的互动，从而构建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互

联网建设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对电力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电力系统需要具备更加强大的控制与调节能力，才能更好地

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当前，电力系统主要包括电源、输电以

及变电等三个部分。其中，电源主要包括火力发电厂以及水

电厂等；输电主要包括输配电网络、特高压交直流配电网；

变电主要包括变电站、配电房等。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

当前电力系统已经呈现出多种形式，如直流输电系统、交直

流配电网系统等。在能源互联网构建过程中，需要对这些电

力系统进行有机整合与协调，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能源供应

与消费体系。

4.3 电力储能技术的突破与发展
储能技术是支撑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但

目前中国储能技术面临诸多问题，如储能设备成本较高、储

能系统占地面积较大等。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突破

电池的研发和生产。通过对电池材料、结构、制造工艺等方

面的不断研究，开发出低成本、高可靠性的新型储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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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创新发展锂离子电池和压缩空气电池等新型储能技

术。同时，还要突破新型高效储能设备的研发与生产技术，

并进行规模化的储能应用示范。此外，要加强新型储能设备

的标准体系建设，加快研制和推广先进的新型储能设备及系

统。最后，要加强能源互联网中各类分布式发电、分布式控

制与能量管理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能源互联网的建设要求储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以满

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和微网系统需求。在能量转换环

节，需要开发基于智能算法的大规模储能装置，以实现对可

再生能源的高比例接入；在能量传输环节，需要研究基于新

型拓扑结构的储能装置，以实现对大容量电力电子装置的灵

活接入；在能量存储环节，需要发展基于固态电池和超级电

容的新型储能技术，以适应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大规模

电力电子装置接入以及用户侧储能需求；在能量应用环节，

需要突破大规模、低成本、长寿命的能量存储与利用技术，

以实现对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分布式发电的有效利用。

5 电力领域创新策略与解决方案

5.1 加强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
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离不开电力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研

发投入。为保障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电力领域技术创新与研发

投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加大对可再生能源

发电技术研发投入。鼓励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等相关企业加

强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研究，重点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关键

技术，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二是推进电力领域数字化

转型。加快电网数字化转型，构建以智能电网为核心的能源

互联网，实现全面互联和深度融合。三是加强信息安全保障。

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提高电力

领域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在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电力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投

入将起到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增强可再生能源发电

技术研发。重点研究和突破新能源发电关键技术，研发适合

大规模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的储能设备和并网技

术，提高新能源发电技术的经济性与可靠性。二是促进配电

网数字化转型。构建以智能电网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加快

电网数字化转型，实现泛在感知、全面互联和深度融合。三

是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加强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

密码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为能源互联网提供全

方位的安全保障。

5.2 构建完善电力市场体系
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在输配电价改革、增量配电

改革试点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增量配电网放开竞争性业务的

实施细则，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增量配电网建设运营，放开竞

争性业务。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竞争。完

善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扩大市场主体范围，增加用户与发电

企业直接交易的机会，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稳步推进中长期

交易、辅助服务交易等电力市场建设，构建中长期交易与现

货交易协调联动的电力市场体系，逐步扩大市场化交易规模

和范围。开展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推动调峰、调频、备用等

辅助服务纳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构建多品种、多形态的辅助

服务市场体系。

5.3 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电力系统调度

与优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

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电力资源的不充分利用、电力供需

不平衡、电网运行效率低等。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对电力系统进行优化与调整。在能源互联网构建过程中，需

要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电力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实

时监测。在对电力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的过程中，需

要对数据进行采集与处理，从而为电力系统运行提供更加可

靠的数据信息。

能源互联网的核心是能源，在能源互联网的构建过程

中，需要将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储能装置、电力电子设备

以及电力信息网络等资源进行整合，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

在传统的电力系统中，仅仅依靠人力进行管理与优化，因此

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促进新能源发电的大规模利用，

需要将各类可再生能源充分整合起来，从而实现对不同种类

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能源互联网”构建过程中，需要将各

种可再生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对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对多种可再生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电力系统调度与优化。

6 结语

能源互联网构建中的电力领域创新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不足、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

题，我们应加强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构建完善电力市场体

系，提高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推动电力领域在能源互

联网构建中的创新与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全球能

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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