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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互联网为综合能源系统提供了一种能源供应的新型共享平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也推动着传统

电力用户向具有人工智能和经济学属性的能源产消者转换。然而，分布式能源和能源产消者的融入给综合能源系

统的建模优化和电力市场设计带来诸多挑战，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开发综合解决框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多能互

补以及分布式决策。为实现综合能源系统中产消者和分布式能源的有机结合，研究了综合能源系统下多能互补和

源网荷储多元协调等问题，分析了产消者的社会和经济学属性，提出了基于博弈论、运筹学和机器学习的综合解决

框架，借助数字孪生和仿真技术构建电力市场，实现与产消者和综合能源系统的连接和交互，可为建立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理论指引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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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ergy Internet provides a new sharing platform for the energy supply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and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ar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nergy consumers to 
prosumers with AI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However， the particip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and energy prosumers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model optimization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and electricity market design， call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based integrated solution framework to deal with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 and distributed decision-making. To facilitate the fusion of energy prosumers and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into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the 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 and source-grid-power-storage coordinated 
control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are studied，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prosumers are 
analyzed.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framework taking advantages of game theory，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chine 
learning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With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win and simulation techniques， an 
electricity market based on digital twin and simulation techniques is constructed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prosumers and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The method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lean， low-carbon， safe， and efficient energy system and advances the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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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1］，国家发展改

革委提出了划定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

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2］。2022 年 3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指出，当前能源系统形态向

分散化和去中心化的方向加速变革，系统模式由大

基地大网络为主逐步向与微电网、智能微网并行转

变，新型储能和氢能有望规模化发展，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加快与能源

产业融合，能源系统向智能灵活调节、供需实时互

动方向发展，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深刻变革［3］。

围绕“双碳”目标，国家能源局提出了探索培育“风

光水电+氢储能”的一体化应用新模式。

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能源生产、分配、建

设及运输过程中增加清洁能源的供给比例，以光风

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提供了一条通往可持续发

展的低碳经济道路［4］。在物联网和 AI 技术的加持

下，能源互联网能够结合大数据技术，使电网、交通

运输和其他信息物理设施变得更加智能和交互，为

实现电网多能源协调发展和综合高效利用提供了

关键技术和支撑［5-6］。这些趋势为研究能源互联网

提供了契机。能源互联网可被视作一个集成信息

层和物理层的多模态网络，其中AI技术和物联网系

统结合了“绿色”元素用以提供数据、信息、能源流，

继而实现能源互联环境下的控制、决策、优化和

管理。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风光等集群式新能

源、微电网接入配电网的比例越来越高，电网与分

布式能源和信息系统等多种网络的耦合程度也越

来越高［7］。源网荷储端的变化推动着传统电力用户

向能源产消者（Prosumer）转变并提出了多元用电需

求，分布式储能和电解水制氢可平抑可再生能源并

网带来的波动并促进风光能源消纳，大数据、5G、AI
和泛在互联技术的应用形成了能量流和信息流的

交叉融合。能源互联网中 AI 和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的应用使综合能源系统成为一个社会、信

息、物理相互依存的大规模复合网络［8］。可见，综合

能源系统的发展要求在信息物理系统的架构下满

足能源系统中多元化用能需求的同时，能够有效提

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低碳、高效、经济

利用。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综合能源系统中新型产

消者和分布式能源的有机融合”为主线，分析能源

互联网下综合能源系统的新特点和 AI经济学背景

下能源产消者的新特征，研究当前综合能源系统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挑战以及新技术。为实现综合能

源系统中源网荷储的协同并与新型产消者有机融

合，针对面向产消者的源荷交互和供需互动等若干

问题，提出了基于 AI理论和技术的集成解决架构，

并分析了基于数字孪生构建电力市场中的关键

问题。

本研究旨在实现下述目标。

（1）实现综合能源系统中多类型分布式能源和

新型产消者的有机融合。针对综合能源系统中产

消者缺乏理性和信息资源受限等客观约束，基于AI
的经济学范式对其建模并分析其属性，与其他分布

式能源有机结合，实现多能互补和最优协调控制；

针对综合能源系统中的关键问题提出集成解决框

架，利用博弈论等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多目标优化方

法处理其冲突的目标，通过机器学习训练出最优群

体策略。

（2）在考虑新型产消者的环境下实现综合能源

系统建模分析和协调控制，以实现其低碳、平稳、经

济运行。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实现物理系统

数据的充分利用，推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并网和就

近消纳，减少弃风弃光；对综合能源系统进行数学

建模时，考虑系统的物理约束和产消者不完全偏好

等信息，以“多能互补、源网荷储协同”为目标，应用

需求响应机制实现供需实时互动和生产消费方式

变革，通过数字孪生技术驱动综合能源系统的平

稳、高效运行。

1 能源互联网下的综合能源系统 

1. 1　信息物理架构　

能源互联网优先利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应用

互联网技术将能源系统中的各个模块广泛互联，促

进多能互补协同和需求供给互动，最终实现能源流

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能源互联网中电网形态的

变化使综合能源系统逐渐发展为具有电能集聚、传

输、储存和交易的智慧能源系统。此环境下的综合

能源系统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信息物理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其物理层由不同子系统和

模块组成，如智能建筑、水电解制氢系统、光伏发电

装置、充电/加氢站、零排放汽车、各种传感器和信息

通信设施等，信息层通过收集来自这些模块的数据

来研究这些模块如何交互并做出兼顾系统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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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的决策。信息物理系统数学模型考虑系

统物理约束、资源约束、供需平衡和负荷约束等物

理层的多重约束，从而实现系统的多能源多元协调

和互补。具体研究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多能流综合

调度控制、能源管理、车网交互、能源共享、多能互

补等。信息物理融合的综合能源系统可实现一次、

二次调控下风光氢热能源集中并网与就地消纳，三

次调控下产消者之间和与能源系统的优化联动并

建立电力市场能源交易的多层网络架构。

综合能源系统中的分布式能源可由光伏和风

力发电装置、电解水制氢装置、热电联产系统、氢气

供能装置、储能系统、智慧建筑、电动汽车和燃料电

池汽车等构成，如何获得这些分布式能源的参数和

信息并开发出有效的运行协调控制方法是实现系

统源网荷协同、平稳、经济运行的关键。如优化建

模方法和需求响应机制可用于协调系统中电动汽

车充电和电解水制氢，以充分利用光电资源和分布

式储能实现微电网的低碳经济运行［9-10］。在微电网

中，屋顶光伏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推动传统

电力消费者转变为能源产消者，并在需求端助力能

源系统的经济稳定运行。

1. 2　能源产消者 2. 0：AI 的经济学范式　

一个多元复杂的综合能源系统运行融合了环

境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等特征，可被构建为一个多

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MAS）。为协同源

网荷储，系统决策和优化控制需要收集的信息不仅

包括传感器等物理系统所提供的数据，更多来自产

消者的多元负载需求和反馈输入，这让系统的优化

控制目标变得异构和冲突；同时，产消者的潜力在

综合能源系统中并没有被充分挖掘，表现为能源系

统缺乏对产消者参与市场调配的硬件支持、调频调

峰潜力未被充分开发、AI技术没有与产消者有效结

合、产消者存在隐私顾虑等。

在综合能源系统广泛应用AI技术的背景下，基

于社会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建模的产消者中

完全理智、单维、分布已知且不变的私人信息函数

等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成立，他们有不同的理智性、

行为方式难以被系统控制和预测、个人偏好具有时

变性。202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Milgrom 和

Wilson教授［11］指出，对智能体进行经济学层面的分

析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在决策和与其他系统交互的

过程中只考虑他们所知道和他们相信别人所知道

的信息，并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局限信息表现出“策

略性”的一面，这使得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对社会经

济人的属性进行精确建模且缺乏可解释的“理智

性”。因此，如何在 MAS 环境下协调系统效率和个

人利益并利用 AI技术解释个体的“经济理智”将成

为研究综合能源系统和产消者融合的关键。

随着综合能源系统中越来越多 AI 设备和技术

的应用，传统电力用户或能源产消者向新一代具有

微观经济学属性的、基于 AI 建模的新型产消者转

变，即机器经济人（Machina Economicus，ME）。具备

经济学属性的 ME 范式由 Parkes 和 Wellman 教授共

同提出［12］。与社会经济人相比，新型产消者融合了

AI技术和社会经济人的特性，驱使AI向具有微观经

济学属性的方向进化。在 ME 的假设下，可以利用

博弈论分析并预测“自私”的能源产消者如何行动

并得出纳什均衡解；可通过设计交互系统和激励机

制来引导这些自私的能源产消者共同做出社会福

利最优的群体行为［13］。

1. 3　基于 ME 建模的新特性　

作为一个全新的 AI智能体，建模为 ME 的能源

产消者展现出与人类或广义上AI不同的特点，其集

成了自动感知、数据处理、推理和能动性等能力，可

以更好地遵守经济理智原则，具备经济学人的属性

和博弈论的视角，在自适应学习、AI 辅助决策和参

与复杂系统的交互中具有更强的信息处理、学习和

决策能力并展现出人类的“利己性”。通过对产消

者的不同特征进行标签化建模，考虑其偏好时变的

特点，建立其对环境状态的目标和偏好函数，得到

边际需求效益函数和不确定性概率分布。结合系

统的物理约束，分析其电气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

学属性，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引导其改变在系统内

的竞争或协作行为方式和策略，实现系统效率和个

人利益的统一。

能源互联网中的产消者可以是微电网、家庭储

能系统、零排放/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建筑、可再生能

源发电系统等基于 ME 建模的智能体。集成了 ME
特点的能源产消者为综合能源系统中的研究问题

带来了新的特点并实现了系统与产消者的深层交

互。以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为例，它可以被

建模为ME并学习如何将自己的利益和偏好与其他

车辆、电网或环境目标进行统一协调。通过学习乘

客的用车习惯并预测电网和交通系统的负荷参数，

在载客、路径规划、能量管理、与其他子系统自动协

商中做出与能源和交通系统协同的最优决策。

2 问题与挑战 

本章节从能源供给侧、分配和控制侧及需求侧

依次介绍当前综合能源系统下的若干关键问题，并

针对基于ME建模的产消者和综合能源系统的融合

架构，分析其物理层和信息层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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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源网荷规划、协同和互补　

2. 1. 1　光氢能源和氢供应链规划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的应用可有效减少化石

能源的使用，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14-15］。近年来

光伏发电技术在国内发展迅速，带来了诸多与微电

网互动相关的应用研究［16］。氢作为一种优质的二

次能源，在能源存储和利用中具备巨大的应用潜

力，有助于解决能源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

题［15-16］。随着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

的不断扩大，电解水制氢成本有望随着电价的降低

而进一步下降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因此，

开展以光氢为主的综合能源系统相关研究，对促进

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消纳意义重大。

潘光胜等［17］提出了一种以电和氢为能源载体

的新型能源承载形式——电氢能源系统，提出了电

氢能源系统发展成熟度的核心量化指标：可再生能

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电氢能在终端能源消

费中的占比；制氢、储氢和输氢等基础设施的配置

容量与相应电力基础设施的匹配程度。从制、储、

输、配、用等角度评述现有的研究基础与技术支撑，

从经济性分析、系统集成和近期实施路径等方面对

电氢能源系统进行了展望。

2. 1. 2　多能流协调互动和能量管理　

综合能源系统包含冷、热、电、气等多种能源形

式，需要控制多能流以实现系统的高效运行［18-19］。

能量管理通常被建模成两阶段随机规划问题［20-22］，

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最优能源分配并最小化日运

行成本，其中第 1阶段决定了日前的能量预分配，第

2 阶段实现了不同场景下的实时功率控制。Yan
等［21］提出了一个四阶段的优化和控制算法，实现配

电网下的日前能量管理、充电价格和反向充电补偿

价格的更新优化以及小时前和实时功率控制。刘

静等［22］针对含电池储能系统以及充电场站的智能

楼宇提出了一种多阶段能量管理方法，在日前和日

内级别提出了鲁棒优化策略以应对可再生电源出

力和负荷需求的不确定性，采用基于加权模型预测

控制的滚动优化和反馈校正方法来动态调整可控

机组的有功出力和能量交易。

2. 1. 3　车网交互　

基于电动汽车的分布式储能具有响应快速、可

双向调节等优势，可在削峰填谷和平抑电网波动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23］。然而大规模电动汽车集群充

电产生的负荷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来较大的波动

和不确定性，如何更好地发挥电动汽车作为分布式

储能装置的作用并实现车网互动成为当前的研究

热点。段俊东等［24］提出了考虑风电消纳的电动汽

车充电优化策略，利用蒙特卡罗仿真方法对不同数

量电动汽车的充电负荷进行预测，考虑风电出力和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动态调整分时电价，建立电动汽

车有序充电模型并采用改进的粒子群优化算法对

此模型进行求解。Hou等［25］对高速公路中多用户多

次充电协同调度问题进行数学优化建模，考虑了分

布式环境下电动汽车用户的充电偏好和经济学特

性，提出了基于市场的多回合同步竞拍机制，用以

分配不同充电站的充电资源；针对充电的不确定性

设计了动态调度策略，实现充电等待时间最小化；

其优胜者模型融合了资源配置约束并考虑了充电

站的时空间约束和动态事件影响，允许用户表达偏

好和价格敏感度等信息，在满足用户不同偏好的同

时，保证了充电资源的最优分配和充电站的利润最

大化。

2. 1. 4　需求响应　

随着大量可再生和分布式能源的接入，当前电

网中存在负荷率过高、峰谷差较大的情况，如电动

汽车充放电波动会导致配电网调峰更加困难［26］。

建立需求响应机制的目的在于激励电力用户根据

电价信息改变其用电习惯，以实现电网的“削峰填

谷”［27-28］。管馨等［29］研究了风电参与电力市场的策

略及风储系统的运行优化，以联合系统的总收益最

大为目标，考虑风电出力波动和市场电价波动因

素，建立需求侧储能运行优化模型并确定了优化

策略。

2. 1. 5　小结　

近年来国内外对分布式能源并网和源网荷储

协同展开了诸多研究，如电动汽车微电网互动、多

能流协调和能量管理等，但面向新型能源产消者的

综合能源系统建模和协同优化尚未得到深入研究，

当前研究在综合能源系统和产消者融合问题上仍

有较大发挥空间。例如，氢作为一种优质的二次能

源，在能源存储和利用中具备巨大潜力，有助于解

决能源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目前针对氢

能源系统的研究和试验平台还较少，对于氢并网和

与其他分布式能源交互的研究尚不全面。能源互

联网如何促进风光氢等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与产

消者的协调运行依旧是信息物理系统下的重点研

究问题。当前针对车网交互的研究缺乏对路网和

电网跨域方面的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

升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未来零排放汽车应在多

系统互联和AI背景下展开研究。此外，储能设备运

行成本的不断下降为其凭借自身经济性参与市场

竞争创造了条件，但目前电力市场中的调度、交易、

结算等机制还难与产消者和分布式能源的特性全

··43



第 44 卷 
面匹配，以光风氢为代表的分布式储能在电力市场

中的潜力也未被充分开发。因此，如何准确表征新

型产消者的多维特性并对其各类属性进行刻画和

建模将成为实现需求响应、可再生能源并网和大范

围供需实时互动的关键并将重新定义系统目标和

约束。

2. 2　挑战　

基于以上分析，能源互联网中的综合能源系统

协同优化控制呈现出以下特征：多模态化的交互和

系统耦合，子系统或模块之间大量的数据交换，决

策过程需要系统中模块的反馈和数据。这些特点

将综合能源系统中的研究问题置于一个数据驱动

的（Data-driven）、动 态 的（Dynamic）和 分 布 的

（Distributed）D3环境中。

在 D3环境下研究能源产消者和综合能源系统

的有机融合面临以下挑战。

（1）系统态势感知与数据获取。综合能源系统

中相关设备、关联环境、状态属性信息产生的海量

数据为系统的运行控制提供了数据基础；此外，能

源产消者的特性分析和需求偏好信息的获取将直

接影响系统的性能。然而，能源互联网中传感器的

数量和采集数据的质量会影响源网荷数据状态感

知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能源产消者不愿过多

披露隐私信息或策略性地提供误导信息，也会给系

统性能和他人利益带来挑战。

（2）系统建模。大量分散、无序接入的分布式

能源和多源异构的能源产消者使得综合能源系统

的协调控制十分困难，将带来负荷率高、峰谷差大、

波动大等问题。决策和优化过程中需要考虑系统

中不同模块之间的目标冲突和约束，参数随机、可

扩展、多元化负荷的并入也会影响系统的电能质量

和稳定性。

（3）新型产消者的特征属性。在供需关系和激

励机制的引导下，综合能源系统可灵活调整能源的

供应、消费和存储。然而，在能源互联网广泛应用

AI技术的背景下，能源产消者可利用强大的数据处

理和分析决策能力在与他人分享信息和交互中变

得“自私”和“理智”，以牺牲系统性能为代价最大化

自身利益，从而危害系统效率。

由此可见，综合能源系统不是多种能源的简单

叠加，而是在系统层面上按照不同能源品位的高低

进行互补利用，统筹安排能源产消者之间的协调和

转换，并鼓励产消者积极参与需求侧配置和电力市

场交易，以实现能源利用效率和系统收益最大。

3 关键技术 

3. 1　基于 AI 的集成解决框架　

针对产消者融合下系统物理层和信息层带来

的挑战，需要结合机器学习、数据处理、优化控制和

博弈论等工具开发集成解决方案。

基于 AI 关键技术的集成解决框架首先要获取

真实世界的时空用电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电

网负荷及运行、能源构成和成本等数据并对这些数

据进行处理、预测和分析。面对上述挑战需要开发

集成解决框架来处理优化控制和分布式决策等具

体问题，利用各种理论的优点并融合不同算法，考

虑产消者的新特性以及系统中的多维复杂约束，以

最大化收益或最小化成本为目标，基于数学建模和

优化理论开发出不同的优化控制算法，确保解的质

量、可控的计算和通信成本、激励相容、易部署于分

布式环境、良好的可扩展性、可信、面向用户需求

等。该集成解决框架可利用监督或无监督学习技

术对系统中海量的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评估并提取

或预测有用信息；对系统进行数学建模并考虑系统

中的多元约束和产消者的特征信息，开发不同的优

化模型、机器学习算法和沟通交互协议，解决分布

式决策和优化控制问题；吸收强化机器学习中的群

体决策策略，运筹学中的数学建模技术以及优化理

论、博弈论中的沟通协调机制来处理相互冲突的目

标，解决能源-交通融合带来的分布式储能优化配

置、负荷需求响应、车网互动、电力市场中多能流系

统协调控制等问题。

此外，基于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可开发出融

合资源分配的数学模型和基于机器学习的先进机

制框架，在D3环境下允许产消者表达他们的私人偏

好，考虑真实数据集和用户的偏好函数，建立产消

者的时变需求和效用模型，利用强化学习算法训练

最优群体策略，优化信息利用和数据交换方式，降

低通信成本。

3. 2　技术路线图　

图 1展示了综合能源系统和产消者融合的技术

路线及框架（图中：SCADA为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

HELICS为大规模基础架构协同仿真的分层引擎）。

对综合能源系统和能源产消者建模并实现物理层

和信息层的连接，以能源系统中的典型问题为例，

分析数据获取和系统建模面临的挑战，提出针对产

消者AI和经济学属性的综合解决框架，并构建综合

能源系统和产消者融合的电力市场，从需求侧促进

多能流优化配置和供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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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虑新型产消者的电力市场 

4. 1　电力市场构建　

电力市场泛指电力流通交换的领域，以实现

远、中、近期的电力交易，是实现需求侧能源参与、

可再生能源消纳和碳交易的重要形式［30-32］。电力市

场是新型能源产消者主动参与分布式能源协调优

化运行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可通过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发电、电动汽车充放电、新型储能系统等方式

将不同类型的能源进行转换和存储并在市场环境

中进行交易，从而最大化系统的收益。电力市场中

的电力和能源交易配合需求响应机制，以协商竞价

为基础、以供需价格为引导进行经济调度。然而，

大量AI技术在需求侧市场中的部署和应用使ME在

与传统电力用户进行交流或争夺有限资源中处于

占优地位（Domination），从而影响能源的公平高效

利用。

在此背景下，综合能源系统和产消者融合的电

力市场设计应在考虑用户物理属性的同时，以保护

隐私和可信为目标，建立兼顾公平性与效率的机

制。根据不同的场景开发不同的市场机制并与供

需均衡价格共同作用，配合电网端实现一次和二次

调节，合理匹配电、热、气、氢等能源需求。基于 AI
技术开发协商沟通机制，实现能源产消者的自动决

策和高效协作，以运行成本、碳排放、用户满意度、

电能质量等单个或多个参数为优化控制目标，实现

物理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双向互通并确保综合能源

系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在能源互联

网的架构下，信息物理层互连的多模态架构通过 5G
网络收集数据，利用分析技术补齐量测数据并剔除

坏数据，根据历史数据集进行预测。电力市场中数

据分析、数据交换、数据安全、智能交互需要考虑产

消者的多元性和互动性，实现对其社会和经济属性

的重新认知。在态势感知数据不足和缺少标注的

限制下，可利用迁移学习算法对有限数据实现重复

高效利用，与各个模块相连并采用适当的通信结构

和云服务来整合这些数据，从而实现物理系统和信

息系统下能量流、信息流的融合以及系统的最优

控制。

4. 2　数字孪生和仿真　

信息物理系统旨在促成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

的交互融合，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或虚拟电厂

（Virtual Power Plant），综合能源系统可实现在信息

系统对物理系统的等价映射。通过收集和实时接

入处理物理系统中不同模块的数据，在D3环境下实

现产消者的最优决策和多种分布式能源的协同优

化。通过物联网、实时控制、边缘计算、5G通信等技

术，将不同类型的新型产消者聚合连接，通过运行

调度控制措施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消纳，推动多

能源综合运营管理和交易，有效提升系统运行效率

并取得最合理的能源利用效率与效益；同时，能源

产消者可利用边缘智能技术与其他子系统或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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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能源系统和新型产消者融合技术路线

Fig. 1　Technical route of the fusion of an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and new pro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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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互，开发需求侧机制，以尽可能低的信息成本，

通过不完全供需信息的交换和调整，实现个人收益

和系统效率的一致。

作为实现物理层和信息层交互的一种手段，还

可基于HELICS仿真软件［33］做二次联合仿真平台开

发。HELICS 仿真平台采用分布式架构，其不同模

组可集成来源于系统和产消者的多元异构数据和

数学模型，完成输/配电网建模、产消者分布式决策、

数据收集和处理、需求侧管理、可再生发电预测和

数据挖掘等任务，并基于消息队列遥测传输

（MDTT）协议实现不同模组之间的数据交换、实时

通信和并行计算。这些特点使其被广泛应用于动

态系统建模和分布式能源集成。例如，文献［34］开

发了基于 Python 和 HELICS 的大规模联合仿真架

构，以实现对电网输配电系统的平行计算和仿真分

析。该框架可实现电网规划、关键突发事件下的控

制验证以及各种广域监控和控制，还可用于生成考

虑噪声和数据丢包的真实测量数据。可见，基于

HELICS二次开发的联合仿真平台可实现综合能源

系统建模、数据分析和处理、电力市场构建以及与

产消者和综合能源系统的连接和交互、电力市场能

源分配和交易、电网潮流计算、产消者交互通信、基

于区块链模式的能源共享、集成微电网的互联协调

和能源管理等，还可共享物理系统中产生的数据和

模型，从而在不同环境下实现自定义系统的快速重

构，因此，HELICS仿真平台可作为分析综合能源系

统和产消者的重要工具。

5 结束语 

为满足国家能源转型和未来能源系统的发展

需求，针对综合能源系统和产消者的未来发展方

向，本文重点研究了基于AI经济学范式的能源产消

者与综合能源系统融合问题，以源网荷多元协调控

制为目标，以多能互补和产消者互动为关键问题，

对复杂系统的联合建模、优化控制和分析提出了可

行的技术路线。分析了综合能源系统的新特点、新

挑战和关键问题，针对系统间的建模和运行控制提

出了基于博弈论、运筹学和机器学习的集成解决思

路，构建了电力市场，实现产消者和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的交互，在保证电网稳定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实

现系统效率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本文紧密围绕负载预测、充电调度、车网交互、

能源管理、需求响应、能源模型等关键问题，建立了

“理论-技术-经济-政策”的多维架构和技术路线，

聚焦于解决能源系统和产消者融合带来的实际工

程问题，实现大数据、AI 和能源交通领域的前沿交

叉，利用AI技术，以分布式能源为载体，为互联网架

构下多类型能源产消者和综合能源系统规划设计、

源网荷储协同优化控制、电力市场构建和能源产消

者积极参与需求侧管理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

实现以源荷互动和需求侧响应为主的综合能源系

统低碳经济运行控制，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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