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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各行业大数据的发展状况与前景分析

 能源大数据理念是将电力、石油、燃气等能源领域数据进行综合采集、处理、分析与应用的相关技术与思想。能源
大数据不仅是大数据技术在能源领域的深入应用，也是能源生产、消费及相关技术革命与大数据理念的深度融合，将
加速推进能源产业发展及商业模式创新。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和两化的深度融合，大数据在石油石化行业应用的前景将
越来越广阔。

 大数据与能源行业的结合目前主要体现在三个行业。(1)石油天然气产业链与大数据的结合。在油气勘探开发的过
程中，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寻找增长点，利用大数据平台可以帮助炼油厂提高炼化效率，也可帮助下游销售挖
掘消费规律，优化库存，确定最佳促销方案。(2)智能电网：利用大数据实时监测技术监测家庭用电量特征，帮助电
力公司调配电力供给，为客户提供最佳用电方案。通过错峰限电，用户会在电力成本低的时间段使用，避免了高峰时
期电力负荷过重的局面，未来消费者对于能源的利用会有更多经济性的选择。(3)风电行业：进行风电场分布式风机
的在线监测，周期性及瞬时的实时数据采集和在线分析，生成警报、允许维护人员可视化和管理数据，简化大规模监
测系统的部署。

 产业政策及规划

 (1)能源局政策梳理

 在中国能源局2014年发布的78条通知政策中，由于45条关于电力领域，17条关于煤炭和油气领域。在新能源的通知
政策中，光伏有12条，新能源5条。可见政府在未来对于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

 (2)产业规划

 能源行业对于大数据的政策扶持体现在产业规划。有消息称三桶油在十三五规划的内部讨论会上已将大数据提上日
程，正在探讨将油气勘探大数据写入十三五规划。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牵头前期调研，或在年内出台国家能源互联网
行动计划。？

 (3)资金支持

 2014年的信贷政策明确提出重点支持目标。央行提出，要支持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领域金融服务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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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发展现状

 （1）石油天然气行业大数据进展

 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大数据仍处于起步阶段。2014年石油行业共组织召开5场提高油气行业信息化的会议，意在提高
行业信息化程度，推广大数据在行业内的应用。根据中国石油招标网的数据统计，2014年中国石油共发起建设12个与
大数据有关的项目，其中东方物探、新疆塔里木油田及大庆油田在大数据领域的动作最多。项目建设内容多集中在建
设油田勘探开发一体化数据中心、建设研究成果知识库2个领域。这也说明目前国内油气行业仍处在数据的采集、存
储阶段，尚未上升到大数据挖掘分析的高度。

 原油炼制及油品销售环节的大数据处于萌芽阶段。企业对炼油大数据仅有概念性的了解，目前能够体现业务布局的
即阿里与中石化的合作。阿里云今年4月20日宣布与中国石化展开技术合作，中国石化将借助阿里巴巴在云计算、大
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对部分传统石油化工业务进行升级，打造多业态的商业服务模式。

 油气行业长期以来处于垄断地位，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和推广较为缓慢。但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推行，大数据在能
源行业必将展开应用。预计大数据也将写入能源行业的十三五规划，未来大数据必会成为油气行业新的爆发点。

 （2）电力行业大数据进展

 电力大数据在国内发展势头良好，国内较为落后。早在2013年，国家电力集团曾发起在电力行业推行大数据的尝试
，但很快终止了这次行动。最近一年国家开始大力推行电力改革，鼓励分布式电源主要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电网调节”的运营模式，积极发展融合先进储能技术、信息技术的微电网和智能电网技术，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依
法全额保障性收购，这为分布式发电和新能源汽车在未来大规模接入电网创造条件。

 （3）风电等新能源大数据进展

 国家近几年大力推行风力发电。风电行业具有大数据几个主要特征中的数据量大的特征，大数据的实时性也为风电
行业提供精准的解决方案——实时数据采集和在线监测，帮助风电管理人员实时监控终端运行状态，高效管理数据。

 （4）智能终端与能源行业的结合

 为智能化产品研发提供支持。将能源大数据、信息通讯与工业制造技术结合，通过对能源供给、消费、移动终端等
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设计开发出节能环保产品，提供付费低、能效高的能源使用与生活方式。

 能源行业发展现状

 油气行业传统的勘探开采理论面临瓶颈，从传统地质，到开发地质再到石油储藏描述，油气开发理论已经不能满足
提高产量的需求。而这一传统行业恰恰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大数据的出现为油气的二次开发，甚至三次、四次开发，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同的油田之间可从油气勘探历史上积累的数据中寻找一定的规律，并发现新的增长点。另外
，在炼化、油品零售领域大数据的应用也比较广泛。诸如炼厂炼油过程中收集的数据，油品零售站的用户数据等，对
同行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智能电网对于大数据的需求也很强烈。国家对于智能电网的推广也为大数据的应用奠定了基础。这些数据需求包括
消费者用电的规律、家用电器的耗能数据等。未来电厂和个人用户都将受益于电力大数据。

 风电行业涉及硬件较多，而且分布区域较广，因此也刺激了对大数据的需求。分布在野外的风电机组产生大量的数
据，通过传感器传回到数据中心，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分析发电量，并据此预测可能发生的问题。这样的数据对于世
界各地的风电场都有很大意义，能够从很大程度上提高发电效率。未来在风电机组领域的数据交易将会非常活跃，企
业用户将成为交易主体。

 市场规模及需求分析

 （1）能源行业大数据市场规模

 ①能源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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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源消耗一直以煤炭为主，近年来天然气、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占比缓慢提高。煤炭从2008年的占比70.3%
降至2013年的66.0%，石油的消耗量始终保持在18%上下，天然气由2008年的占比3.7%升至2013年的5.8%，水电、风电
、核电从2008年的7.7%升至9.8%。煤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产生太大变化。受国家环保政策支持，预计未来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的消耗量将逐渐增大。

 据调查机构BP最新发布的2035世界能源展望，煤炭从2000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化石燃料(年均3.8%)变为增速最慢的燃
料(年均0.8%)。这也反映了亚洲煤基工业化趋缓以及关键市场的气价走低的趋势。天然气是增速最快的化石燃料(年
均1.9%)，而石油增速略高于煤炭(年均0.8%)。可再生能源是增速最快的燃料(年均6.3%)。核电(年均1.8%)和水电(年均
1.7%)的增长快于总体能源增速。

 ②能源大数据市场

 国家对能源互联网的布局必将带动能源大数据的市场规模。考虑到未来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以及国家对不同能源
类型的投资力度，未来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市场潜力巨大。但风电行业本身市场及技术都不够成熟，要实现大规模覆盖
需要较长时间。而石油天然气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能源，近五年内投资规模会有较大增长。预计2015年能源行业大数据
应用市场规模达8.29亿元人民币。

 （2）市场需求分析

 ①石油行业的大数据需求

 国内三大石油国企将成为推动石油大数据进展的主力。中国石油的数据中心，中石化的能源行业十三五规划、炼油
大数据、油品销售大数据，中海油的海上石油勘探、海底地震，这些都是大数据与能源行业的结合点。

 ②电力行业的大数据需求

 国家电网于2014年重新开始大数据的尝试，并开始大力推动智能电网。智能电网的推广，将带动对大数据调节用电
高峰的需求，家庭用电及工业用户节能省电的需求，这些需求必将引发一系列智能设备、数据分析厂商的崛起。

 ③新能源的大数据需求

 风电装机容量大。截至2013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超过9100万千瓦，投运机组近7万台，并网发电的风电场约2
100个。目前国家规划到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亿千瓦。当前风电行业的痛点在于风电机组性能差异大，年发电
量达不到预期指标；风电场设计、运行不合理，设计偏差造成发电量难以达到设计指标；风电运行数据难以有效利用
，积累的海量数据未能充分利用，通过分析挖掘可以发掘很多改善发电性能的措施。利用大数据分析挖掘的方法可以
优化风电机组功率特性，提高可利用率。

 （3）竞争格局

 能源行业的大数据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型厂商开始布局这一行业的大数据业务，初创型能源大数据公司也开始兴起
。从市场进入的角度看，当前竞争格局可分为三大梯队。

 大型国产厂商具有先发优势。能源行业涉及国家战略，政府支持国产化产品的应用。大型厂商具有丰富的实施经验
，能够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华为、浪潮等企业成为能源行业大数据的首要受益者。

 第二阵营为行业的国际巨头。国际领军的IT企业具有领先的技术和理念，通常能够引流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潮流。而
在本地化实施中，这些企业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商业模式以跟国内软件企业或者科研机构合作研发为主。

 第三阵营是一些初创型企业。初创型能源大数据的应用体现在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应用。大数据公司利用分布式存储
、实时监测分析等技术，解决新能源行业数据量大、需要实时处理的难题。新兴企业客户资源不敌现有的巨头厂商，
且国家能源企业在公开招标采购中对供应商资质要求较高，因此初创型能源大数据公司目前仍处在第三阵营。

 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城市，初创型公司可能会因为突破性技术而抢占市场的制高点。未来竞争格局变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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