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9 月 22 日，我国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亟须转变现有能源消费结构以应对气候变化这

一全球性重大挑战。在“双碳”目标与愿景中，如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成为

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能源互联网”“信息 − 物理 − 社会

系统”“泛在电力物联网”“透明电网”“数字孪生电网”“韧性电网”等概念为基础和代表

的“互联网 +”新型智慧能源电力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且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传统能源、新

能源发电商、新增供电实体、电力零售商、负荷聚合商、电网公司、产消者等各类主体加入电

力系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类型日趋复杂多样，使得电力交易决策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市

场已出现“用户侧 − 电网侧（激励、响应）”“发电侧 − 用户侧（直购电交易）”“发电侧 −

电网侧（长期竞价）”等多种复杂的市场博弈类型与交易场景，逐渐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混合博

弈均衡状态。因此，有必要将新型电力系统多元主体博弈行为的理论分析与复杂的动态决策过

程结合起来，从新的博弈视角将实际新型电力系统多主体复杂动态交互行为问题转化为完全 / 有

限理性和信息对称 / 不对称条件下的长期博弈决策问题，从而为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和新型

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奠定基础。 

为此，《综合智慧能源》邀请广州大学程乐峰副教授、东南大学高赐威教授、广西大学殷

林飞副教授担任特约主编，策划了“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多主体智能决策”专刊，

经过同行评议，共收录高质量论文 10 篇，研讨新型电力系统多主体决策的发展特点及其在电力

系统规划、调度、控制、电力经济、市场交易、电网安全及电网演化等方面的关键课题。

本专刊论文深入论述了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多主体决策发展的技术特点，揭示

了其在规划与调度决策、控制与安全决策、电力经济与市场交易决策等方面面临的技术挑战与

研究前景。在实现“双碳”目标以及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大背景下，希

望本专刊能对博弈论（尤其是多主体博弈决策理论）、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智能决策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此由衷感谢各位作者分享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感谢审稿专家对稿件提出的建设性

意见，最后感谢《综合智慧能源》编辑部各位成员，他们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保证了专刊的顺

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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