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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任婧：破局能源转型，需求侧大有可为

 国际能源署（IEA）2023年7月发布的《全球电力市场报告（2023-2024）》指出，2024年全球电力需求增长预计将反
弹至3.3%，而中国的电力需求增幅可达到5.1%；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对电力供需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甚至对电力系
统的安全、稳定性造成冲击。今天，如何应对电力供应紧张、提高电力需求侧灵活性，已经成为了当前能源电力行业
亟需解答的重要课题。

 施耐德电气在其发布的《回到2050——1.5℃比想象中更可行》报告中也强调，一直被忽略的能源需求侧将承担全球
减排量的55%，成为加快减碳行动的关键。对此，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能源管理低压业务中国区负责人任婧指出
，深挖需求侧调节潜力，持续推动数字化和电气化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打赢能源转型这场战役的关键。

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能源管理低压业务中国区负责人任婧

 “3倍速度×3倍力度”推动减碳，中国电力系统转型呈现四大趋势

 1.5摄氏度是《巴黎协定》为本世纪末较前工业化时期全球升温幅度定下的红线。然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
计，到2030年全球升温可能突破2.4摄氏度。为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全球每年减碳要达到100至150亿吨，这是当前各
国承诺减碳总额的3倍。任婧指出：“当前，只有以三倍速度乘以三倍力度，加速推进减碳进程，才能够达到减碳目
标的关键指标，全球减碳的迫切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的“双碳”目标已经提出了三年多的时间，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已经成为了助力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重
要的动力源和保障。任婧指出，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正显现出四大趋势，首先是清洁低碳，即由更多可再生能源与新
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其次是安全灵活，主要得益于储能与分布式能源的加入，以及愈发成熟的需求侧和供给侧间的灵
活调度与配合机制；第三是数字化，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技术的应用，让整个电力系统更加高效；最后是市场
化，电价政策和机制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并与绿电交易、绿证、碳交易等市场形成联动。

 电力需求侧转型三大挑战需整体规划，光储直柔等创新技术解供需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和趋势下，需求侧调节蕴藏的巨大潜力正日益凸显。作为能源管理领域的专家，施耐德电气认为，需
求侧对推动能源转型的作用不容忽视。以能源需求侧为抓手，能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同时，需求侧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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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行业更加广泛，市场化程度高，有利于为推动能源转型提供更加充足、灵活的资源和动力。

 任婧指出，要想在能源转型的趋势下大有作为，需求侧企业同样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很多企业对减碳缺少战略
思维和规划，缺乏碳中和改造、碳足迹核查的专业手段，以及覆盖整个供应商体系和产业链的碳管理能力。其次，随
着碳排放配额制度的逐步成熟，企业需要更好地控制碳排放成本和综合用能成本；最后，随着大规模分布式新能源的
接入，企业的用电系统势必要面临新的格局和架构，用电负荷更加复杂多样，峰谷差更加显著，供电连续性和波动性
风险增加，为企业带来了确保用电安全的新挑战。

 迎接挑战，往往是收获机遇的起点。身为能源管理领域的“百年老店”，施耐德电气已经为广大需求侧企业指明了
一条化挑战为机遇的破局路径。

 凭借对当前需求侧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施耐德电气依托覆盖源、网、菏、储全场景覆盖的强大能力基座，坚持电
气化、数字化技术创新及生态共赢两大方向，充分挖掘需求侧潜力，持续为各行各业的用能主体提供可靠的产品与服
务，加速行业转型进程。

 建筑行业，一直是需求侧转型最为聚焦的重点行业之一。施耐德电气认为，以微电网为代表的分布式发电系统，将
凭借巨大的发展潜力快速崛起，让用户从能源的“消费者”变为“产消者”。而身为“电力专家”，施耐德电气则可
以为微电网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和智慧的电力管理与调度，让这一角色转换的过程更加从容。

 建造于2019年的上海傅雷图书馆，是浦东区第二大图书馆。在施耐德电气提供的包括EMA微网能源顾问解决方案在
内的能源管理解决方案的助力下，傅雷图书馆成功实现了100% 绿电供应，成为全球首座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
力）净零碳认证图书馆，并将于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由此为公共建筑领域的能源转型之路树立了一座令人瞩目的“
未来坐标”。

傅雷图书馆

 近年来，光储直柔技术的前景也开始逐渐展现，它将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与柔性智能供电四种技术整合利用
，是实现建筑能源系统革新的重要创新技术路径之一，将使建筑在能效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电能替代与电网友好
交互，从而将传统能源系统中刚性消费者的角色，转变为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能量调蓄功能“三位一体”的复合
体。

 在这方面，施耐德电气根植于中国本土研发，通过探索新一代直流保护方案，利用新三代碳化硅的半导体技术，实
现了无弧快速的短路保护，大大提高了直流微网的稳定性，为行业提供了融合“安全、高效、简捷、柔性”四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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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储直柔解决方案。此举无异于为需求侧转型的蓝海征途，织造出了一张崭新的风帆。

 任婧介绍，去年12月，施耐德电气光储直柔示范基地在武汉正式落成，成为施耐德电气光储直柔解决方案在国内的
首个落地项目。通过完整直流产品、解决方案以及系统层面的柔性调节能力，示范基地可以实现新增充电桩等关键负
载100%的光伏绿电供给。同时结合已有光伏发电，可帮助整个工厂每年减少577吨的碳排放，实现年均13%的减碳目
标。

施耐德电气武汉光储直柔示范基地

 精准把握中国能源场景需求，共建行业绿色创新合作生态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蓝图中，未来又会有哪些新的需求和机会？对此，任婧认为，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已迈入
全球前列，面对中国市场不断涌现的新场景，施耐德电气将以敏捷创新支持研发，持续快速响应这些新场景对能源电
力新设备、新架构、新系统提出的需求。

 面对这一愿景，施耐德电气的本土研发创新力量也早已准备就绪。

 施耐德电气中国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投入，15年前参与全球产品研发，在10 余年前正式开启了中国原创阶段，并于
2019年建立了能源管理低压业务中国中心，实现了在中国，惠世界的愿景。此外，作为电力行业的头部企业，施耐德
电气多年来始终坚持赋能更多生态圈伙伴融入能源转型的进程并携手共同推动能源行业的创新。自2021年起，施耐德
电气联合生态圈伙伴，推出了“绿色能源管理创赢计划”，共吸引超过400余家专注能源管理的新锐企业报名，目前
已携手21家科创企业，落地10大联创成果。

 谈及施耐德电气的未来规划，任婧表示：“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能源转型，是
能源全产业链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未来，施耐德电气希望不断夯实自身覆盖‘源、网、菏、储’全场景的基座能力，
坚持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壮大行业创新生态圈，持续为各行各业的用能主体提供可靠的产品与服务，以此助力企业自
身的数字化与电气化‘双转型’，从而共同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中国的能源转型进程按下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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