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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新的营销模式是电网公司由能源供应商、单一售电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亟须
研究面向电力营销精益化的综合能源服务模式。对综合能源服务模式进行了分析，挖掘了泛在电力物联网下的

精益化服务种类，介绍了电力营销模式的发展过程，最后提出了综合能源服务支撑的新型营销模式，为未来深入

探究综合能源服务场景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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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为解决制约电力行业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

层次问题，促进电力行业更好、更快发展，从而推进

其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网公司）印发“关于在各省公司开展综合能源

服务业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

出做强、做优、做大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推动公司由

电能供应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该举措旨在加

快能源结构转型和电力体制改革进程，将综合能源

服务列入主营业务和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推动

“以电力为中心枢纽”的综合能源服务模式的发展，

顺应电力市场化改革打造一流综合能源服务集团。

２０１９ 年初，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概念被适时提出。建
设泛在电力物联网是国家电网推进“三型两网”建设

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该概念的提出预示着新一轮

电力体制改革的开启，而智能电网向泛在电力物联网

的过渡从本质上看就是从单一售电商向综合能源服

务商转型的过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电力改革进程的加快，开展综合能源服务已成为提

升能源效率、降低用能成本、促进竞争与合作的重要

发展方向。文献［１］通过分析影响区域型分布式综
合能源系统服务规划的因素，构建了物联网技术支

持的区域型分布式综合能源服务平台；文献［２］展
示了国内外关于综合能源服务的研究成果，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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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源服务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文献［３］说明了
智慧能源与能源互联网技术的概念，介绍了其在综

合能源服务中的具体项目应用。

以上文献在平台建设、发展趋势与技术应用等

方面对综合能源服务进行了探究与分析，有利于积

极推进综合能源服务生态圈建设［４ － ５］，并以综合能

源服务为着力点加快促进能源消费转型升级［６］。

但由于综合能源服务工作的开展时间较短，对其商

业运营模式以及面向电力营销的精益化服务尚缺乏

深入的分析与阐述。

因此，本文从综合能源和综合服务 ２ 个方面对
综合能源服务模式进行分析，同时从感知层、网络

层、平台层和应用层 ４ 层架构入手，对泛在电力物联
网下精益化的综合能源服务进行挖掘，并将综合能

源服务支撑的新型营销模式从 Ｂ２Ｂ，Ｂ２Ｃ，Ｃ２Ｃ ３ 类
分别进行研究，深入探究了面向电力营销精益化的

综合能源服务模式。

１　 综合能源服务的模式分析

在新一轮电改“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形势

下，国家先后下发改革配套文件以及售电公司和增

量配网管理办法，售电市场逐渐由垄断市场向自由

竞争市场过渡，故电网公司亟须扩展业务领域，形成

新的赢利点。同时，我国能源消费供给、能源结构转

型、能源系统形态呈现新的发展趋势［７ － ９］。因此，探

索与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以解决化石燃料的逐

渐枯竭及其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并满足全社会日

趋多样化的能源服务需求，是当今能源变革新时代

发展背景下的大势所趋。

综合能源服务作为一种新的能源服务模式，在

现有电力体制改革和售电侧放开政策的推进下［１０］，

电网公司及民营售电公司将成为提供综合能源服务

的主要服务提供商。其中，电网公司在提供传统购

售电及调度业务之际，可通过大力发展辅助性、精益

化的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新增赢利点。综合能源服

务又包含综合能源与综合服务 ２ 个方面的内容：涵
盖电力、燃气和冷热等系统的多种能源系统的规划、

建设和运行，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定制化”

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综合服务的商业模式，涵盖供

电业务、设备维护、能效检测、节能设计、数据交易和

分布式能源服务等综合服务项目。

综合能源系统可以解决可再生能源出力的间歇

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给电力系统带来的冲击［１１］。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随季节、时间以及气象条件

变化而波动，综合能源系统可以通过多种储能形势、

多种可控分布式电源有效抑制可再生能源的波动，

提高配电网供电可靠性，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应用，

同时缓解化石能源紧张，减少环境污染。其中综合

能源又是以电力系统为核心，其利用发电过程中产

生的冷、热等能量形式，实现多种能源间的耦合与转

供，并将产生的能源合理高效地传输到每个需要不

同形式能源的终端用户［１２ － １３］。

综合能源服务是将能源销售服务、分布式能源

服务、节能减排及需求响应服务等 ３ 大类组合在一
起的能源服务模式，针对客户多样化的能源服务需

求，可提供营利性的定制服务。国网公司为贯彻落

实能源“四个革命”和“节约、清洁、安全”能源发展

战略，发挥品牌、技术、客户资源等优势，以能源互联

网、智慧能源和多能互补为发展方向，以智能电网、

大云物移、互动服务为支撑手段，构建以电能为中

心、智慧应用的新型能源消费市场，实现为客户提供

多元化服务的目的。综合能源服务是在国内刚开始

发展、有广阔前景的新业态，它标志着能源行业从产

业链纵向延伸走向横向互联，从以产品为中心的服

务模式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成为实现国

家能源革命的新兴市场力量。

目前，国内综合能源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

综合能源服务的企业相对较少，国内典型的综合能

源服务供应商有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广东

电网综合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阿里云新能源等。随着国内相关政策的支

持，以及能源互联网技术，分布式发电供能技术和新

的能源交易方式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国内企业

纷纷掀起了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的热潮。

２　 泛在电力物联网下的精益化服务

国网公司在 ２０１９ 年两会报告中提出建设世界
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要建设运营

好“两网”，这里所说“两网”分别是“坚强智能电

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泛在电力物联网这个名

词首次出现在国网公司的两会报告中，成为和坚强

智能电网相提并论的重点工作［１４ － １５］。

泛在电力物联网，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

应用层 ４ 层结构，是围绕电力系统各环节，充分应用
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先进通信技

术，实现电力系统各环节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具有

状态全面感知、信息高效处理、应用便捷灵活特征的

智慧服务系统。

目前，国内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建设规模已经

到达一个较高的水平［１６ － １７］，基本能够满足远程数据

采集的要求，但其应用范围较窄，基本只停留在远程

费控等方面，且采集的数据不够精细，难以支撑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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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的扩展。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提出，物

联网感知层末端节点的数据采集规模更大，采集的

数据也更为全面，采集的范围扩展到电力系统发、

输、配、储、用各环节、各设备乃至各元件，并采用边

缘计算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减少了云端侧的压

力。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保证了采集数据的不

可篡改性和可溯源性；５Ｇ通信技术和电力无线专网
的广泛应用使得网络层中的数据传输更为高效便

捷；平台层采用 ＢａａＳ（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平台技
术，该技术将区块链框架嵌入云计算平台，利用云服

务基础设施的部署和管理优势，为开发者提供便捷、

高性能的区块链生态环境和生态配套服务，支持开

发者的业务拓展及运营支持，保证了平台数据的安

全性和可溯源性。同时，平台层将接受到的所有数

据通过云平台进行统一汇集管理，打破了数据壁垒；

应用层通过数据分析，为源端电厂与各类用户提供

更加智能化、人性化、全面化和精益化的综合能源服

务。其中泛在电力物联网 ４ 层模型支撑下的综合能
源服务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泛在电力物联网 ４ 层模型支撑下的综合能源服务
Ｆｉｇ．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ｌａｙ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泛在电力物联网为综合能源服务提供了技术支
撑，其在综合能源服务中的应用体现在多个方面。

（１）通过对采集到的数据分析，利用数据挖掘
技术，更准确地分析与掌握风电、光伏、水电、火电、

储能等各类能源的互补调配能力。

（２）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分析与学习各类电源与用户之间的关联，有效地对

电能输配进行协商与调度管理。

（３）通过对用户用电数据的搜集、管理与分析，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电价和节能方案。

（４）扩展用电采集范围和频率，开展用电行为
特征的深入分析，并实施区别化的用户管理策略，为

各类用户提供更为智能化、精益化的综合能源服务。

３　 支撑电力营销精益化的综合能源服务

在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电力营销模

式也在逐步转变［１８ － ２０］，其发展过程如图 ２ 所示。传
统的电力营销模式将电能作为中心，其面对的市场

仅是一群具有基本用电需求的大众用户，即电力营

销 １． ０ 模式，该营销模式主要由电力企业进行主导，
提供的服务种类也仅限于供电业务；在信息技术和

互联网的推动下，消费者能够通过网络迅速得到更

为全面的消息，随之提出多方面的需求并逐渐主导

了市场。电力营销 ２． ０ 是以消费者作为中心的营销
模式，该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以营销者为主导的市场

行为，符合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方向。但当时的

数据采集设备尚不完善，技术手段也不尽成熟，电力

数据采集的范围与精度难以支撑相关电力业务的扩

展，故在该模式下提供的服务种类仍较为单一；近些

年，随着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泛在电力物联网

概念的提出，电力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手段均得到了

完善，且被广泛运用到综合能源服务中。综合能源

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为满足终端客户多元化能源生

产与消费的能源服务方式，在以各类用户的需求为

目标提供更为精益化、多元化服务的同时，扩展了电

力相关的业务类型，增加了电力企业的赢利点，顺应

当今电力体制改革下的发展方向，是未来电力营销

３． ０ 模式的雏形。

图 ２　 电力营销模式发展过程
Ｆｉｇ． 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综合能源服务模式在推动电网公司转型，丰富
电网公司业务类型的同时，鼓励各类用户参与电能

服务交易，提高用户参与电能交易的积极性。随着

“云大物移智”、区块链、边缘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

的广泛应用，综合能源服务的业务类型不断扩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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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根据交易双方的类别可划分为 Ｂ２Ｂ，Ｂ２Ｃ
和 Ｃ２Ｃ ３ 种。

Ｂ２Ｂ主要涉及国网公司、民营售电公司与源端
处的各类电厂之间的交易。国网公司和民营售电公

司均作为综合能源服务公司提供相关业务，其中国

网公司在综合能源服务开展与执行方面对民营售电

公司具有指导作用。

（１）供电业务。源端处的电厂出售电能到国网
公司，并由国网公司进行输配。同时，民营售电公司

作为大用户在源端处直购电，参与中长期交易与电

力现货交易。

（２）设备维护。源端处的各类电厂可向综合能
源服务公司提出申请，为各类故障设备进行专业的

维护与检修，服务完成后支付一定的费用。

（３）能效检测与节能设计。源端处的各类电厂
可以申请让综合能源服务公司为其提供能效检测，

通过检测了解其发电设备的运行状况，并为其出示

相应的检测报告，同时告知节能空间并推荐节能设

备，制定节能方案。

（４）数据交易。各个电厂可将发电过程中产生
的有价值数据出售给电网公司，以便电网公司进行

调度方面的预测，有助于其调整下一阶段的调度计

划；电网公司在对购买的大量有价值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与汇总后，可将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出售，便于部

分电厂与微网用户调整发电计划，避免弃风弃光现

象的出现。

Ｂ２Ｃ主要包括源端处的电厂、综合能源服务公
司与各类用户之间的交易，其中用户可分为工业用

户、商业用户、居民用户以及微网用户。

（１）供电业务。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将电能出售
给各类用户，其中电网公司和民营售电公司制定优

惠的购电套餐以争取各类用户的选择；大型的工业

用户可以从源端处进行直购电。

（２）设备维护。各类用户向综合能源服务公司
提出设备维护与检修的申请，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３）能效检测与节能设计。工业用户、商业用
户和微网用户向综合能源服务公司申请能效检测，

通过检测了解其耗能设备的能源利用率，并为其出

示相应的检测报告，同时告知节能空间并推荐节能

设备，制定节能方案。

（４）数据交易。各类用户可将用电过程中产生
的有价值数据出售给电网公司，便于电网公司进行

负荷方面的预测，有助于其调整下一阶段的调度

计划。

Ｃ２Ｃ主要涉及微网用户与居民用户之间的
交易。

（１）分布式能源服务。微网用户在与附近的居
民用户签订协议后，为其提供价格相对低廉的供电

业务。

（２）数据交易。居民用户可将用电过程中产生
的有价值数据出售给附近的微网用户，便于微网用

户进行负荷方面的预测，有助于其制定与修改未来

一段时间的发电计划。

４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综合能源服务模式，深入挖掘了

泛在物联网下的精益化服务，介绍了电力营销模式

的发展过程，提出了综合能源服务支撑的新型营销

模式，并从 Ｂ２Ｂ，Ｂ２Ｃ和 Ｃ２Ｃ ３ 类对该新型营销模式
的服务类型进行了探究，深化了电力体制改革，促进

了电网公司由能源供应商、单一售电商向综合能源

服务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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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 ／（ｋＷ· ｈ）的时代。对比 ２０１４ 年前 ８． ００
美分 ／（ｋＷ·ｈ）的上网电价，如果没有综合能源服
务，仅依靠单纯的煤电联动实现成本投资回收、运营

成本维持、燃料付款及项目赢利已不再可能。这就

要求能源投资公司必须通过综合能源服务全产业链

来创造利润，保证投资的收益。

（２）煤矿坑口电厂项目。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
电力 公 司 （ＰＬ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电 力 供 应 规 划
（ＲＵＰＴＬ），计划在 Ｓｕｍａｔｒａ 的煤炭产区建设共 ４ ５００
ＭＷ的坑口火电厂，在该国东部地区建设共 ５５ ＭＷ
的坑口火电厂。与常规火电厂不同，坑口电厂的经

济效益主要得益于其较低的燃料价格（坑口电厂的

煤炭一般是市场价格较低的低热值煤，并且省去了

运输费用）。但坑口电厂的造价较高（如坑口电厂

要承担从电厂到负荷中心输电线路的投资），从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燃煤价格的优势。

为保证坑口电厂项目经济、可持续运行，印度尼

西亚政府规定坑口电厂的燃煤价格机制不再跟随国

际市场价格机制，将建立一套“成本 ＋利润”的定价
机制。ＰＬＮ希望煤矿商的燃料成本透明化。

（３）电力发展规划［９］。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发展煤
电一体化、天然气电站，建立区域 ５００ ｋＶ 输变电系
统；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发展地热及新能源电站，发展综
合能源服务，完善电网。

４　 结论

随着煤炭及燃气的需求增长以及价格攀升，电

价成本增加已不可避免。在当前国际范围内，只有

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等少数国家尚有煤电发展需求，

且单纯的煤电或燃气发电已不能适应现代电力市

场，探索全产业链经营、一体化营销模式是实现能源

电力投资赢利的关键。如孟加拉国本地煤化工配合

燃气机组发电模式，印度尼西亚发展煤电一体化，都

是可行的能源投资形式。分析孟加拉国、越南和印

度尼西亚 ３ 个国家的电力发展规划，开展适合本国
国情的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围绕

煤电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将是现阶段 ＢＯＴ 企业

的重点。

孟加拉国和东南亚国家电力发展的趋势为：

（１）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以火电为辅，满足 ＧＤＰ 需要，独
立发电商（ＩＰＰ）购电协议能涵盖投资回收期；
（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连接区域电网，ＩＰＰ特许经营外购
电，允许投资电网；（３）２０２０—２０４０ 年以煤电（包括
本地煤和进口煤）为主，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４）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转型为以清洁能源风电、光伏为
主，发展部分核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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