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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联起的到底是什么？

 “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的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
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的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信息的在线共享一样。”这是美国趋
势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3年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文版序中的“预言”。

 这样的“预言”并不遥远。在互联网之风劲吹的背景下，能源领域也正跑步向前拥抱互联网。日前，国务院印发《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用专门篇章阐述“互联网＋智慧能源”，描绘了能源互联网发展路线
图。

 能源互联势在必行

 “能源互联网”早已是热词。在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曾鸣看来，能源互联网是对传统的以生
产顺应需求的能源供给模式的颠覆。

 曾鸣认为，能源互联网是以电力系统为核心，集中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量单元，依托实时高速的双向信
息数据交互技术，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公路和铁路运输等多类型网络系统的新型能源利用体系。“互联共享
将成为新型能源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

 “发展‘互联网＋智慧能源’，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工业革命发展
趋势，促进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必然选择。”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说
。

 能源互联网具有诸多新特点。黄晓勇说，一是分布式，鼓励能源就地生产、就地消纳，减少能源远距离输送。二是
可再生性，支持稳定性较差的可再生能源接入，以此促进节能减排。三是双向互动性，相当一部分市场参与者，既是
能源的生产者，也是能源的消费者。

 “能源互联网的建设不是基于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模式和能源体制，而是要通过能源互联网这种能源技术革命，推
动能源生产、消费、体制变革和能源结构调整，有力地推动我国能源革命。能源互联势在必行。”曾鸣说。

 能源互联网联起什么？

 推动能源互联网建设的方向逐步明晰。此次指导意见提出，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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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节能减排。加强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加快发电设施、用电设施
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曾鸣分析，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多种能源之间、能源供需双侧的充分协调互动，提高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实现集中式能源开发与分布式能源开发的相互融合，提升清洁能源的接纳能力，提升传统化
石能源开发利用的精细化程度，提升系统的清洁低碳发展水平。三是让用户在不同能源种类上具备自主选择权，在用
户端形成更为广泛的需求侧响应行为，配合分布式能源的开发利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能源互联网在提高可再生能源的运行效率方面已取得进展。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介绍，通过信息采集、智能
控制等技术打造的机器互联网，使风电场、光伏电站成为与传统电厂一样的高效可靠电源。目前风电场已经能够做到
根据采集的数据预测机组所处环境及可能发生故障，进而给出预防性运行策略和维护方案，优化了发电量，降低了故
障停机检修时间，提高了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性能。

 能源互联仍待发力

 作为新兴事物，能源互联网的发展仍需突破诸多瓶颈。曾鸣认为，一方面，能源互联网强调多能源领域的互补协调
，在建设过程中要统筹兼顾多个能源领域的行业特性、发展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机制及发展规划；另一方
面，建设能源互联网对系统运营技术、信息技术要求较高，要有针对性地支持建设若干能源互联网技术创新平台，围
绕多种能源关键技术进行攻关。

 黄晓勇说，既要在储能设备、智能电网、主动配电技术等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也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加大改革力度
，破除垄断，推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能源行业的深度融合。

 “电力体制改革是能源互联网的重要体制支撑。”信达证券能源互联网首席研究员曹寅认为，电改之后售电公司更
大的业务空间必然是通过业务增值来实现，包括故障处理与维护、节能服务、信息服务、降低购电成本等。

 “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同能源行业的深入融合，电力生产、配送、消费的数据将成为核心资源。”曹
寅说。

 能源互联网还将联起普通公众。未来透过家家户户的智能电表，或可实现电能数据采集与双向交互，实现网上缴费
和电量信息查询，更可为智能家居的电能应用提供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据支撑。

 能源互联网的图景正在徐徐展开。可以想象，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能源的“联姻”，将激发更多的商业模
式创新，涌现更多用户选择和能源消费新业态。（记者 陈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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