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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电网新能源一体化业务拓展管理 

杨雪飞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来凤县供电公司  湖北来凤 

【摘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我国的环境。我国空气质

量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能源消耗低，煤炭和化石燃料排放过多。进行能源结构调整，扩大可再生能源，

是我国营造绿色城市环境的必要有效途径。这有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城市绿色环境的有效手段，助

力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我国供电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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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have 
damaged China's environment to varying degree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China's poor air quality is the low 
consumption of new energy sources and excessive emissions of coal and fossil fuels. Adjust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is a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way to create a green urban environment in China. 
This helps to reduce pollutant emissions, protect the urban green environment of the effective means, help eco- 
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also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a's po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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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力供应紧密依托国家电网公司替代发展

战略，以服务绿色环境、提高经营效率为目标。以

国家科技项目与我国煤改电试点项目为引领，制定

符合我国能源网络实际、业务发展思路清晰的新能

源科学发展规划，建立电网新能源业务发展综合机

制，开发新技术助力拓展新能源业务，提升新能源

一体化应用水平，打造大数据营销平台，更新新能

源商业模式，改变电网发展形式，优化区域能源结

构，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1 我国城市电网新能源一体化业务拓展管理现

状 
1.1 科学制定新能源发展规划，明确一体化业

务拓展思路 
根据电网“十二五”发展规划，我国明确实施

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强化两个替代方案实施，共

享清洁电力终端份额，作为电网新能源发展的战略

方向。我国在实施方案中单独增加新能源扩建部分，

实现电网发展与新能源扩建一体化规划。全国特高

压建设试点以项目为依托，推进大容量化学储能技

术研究，推进我国风能与太阳能并网远景规划。 
1.2 研发多项新技术，助力新能源业务拓展 
（1）依托国家科技项目，推进风光储一体化发

展 
提高电采暖和储能效率是风能与太阳能并网面

临的技术难题。我国电力企业研发高压电热储电加

强可再生能源消纳技术，开发了大容量电热相变蓄

热关键技术，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0kV 及

以上电压等级的高输出电热相变蓄热系统，大大提

高了储热密度，积极推广风能和太阳能储能一体化

发展。 
（2）研发自适应港口岸电系统 
有效缓解港口污染，推动“以电带油”的落实，

首次采用电能质量智能调节系统，保障船舶安全和

电能可持续利用。采用智能变频变压技术可以满足

船舶各种电力系统的要求，在船舶点机、船舶连续

运行的条件下，将船舶接入有负载的电网，顺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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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间断供电。 
1.3 构建源网荷友好互动关系，提升新能源一

体化应用水平 
在电网配电领域，电源研究源头电网负荷调节

技术、配电技术、储能技术，打造新能源综合互补

机制，打造"柔性电网"，并持续升供网荷友好互动

关系。当电网出现故障或非关键负载停电时，将及

时调整用电负载。这提高了电力系统的动态功率平

衡能力，避免了大规模的直接负荷限制，减少了故

障对社会的影响，保证了电网的安全可靠。 
1.4 建立营销大数据平台，创新新能源客户服

务模式 
（1）建立新能源客户服务管理模式 
建立国家和市政能源客户服务管理新模式，发

展新能源消费者和核心项目。帮助企业积极参与节

能减排，制定 12 项重点工作措施，实施新能源支持

项目。充分利用大数据营销平台精准决策分析，公

布实施电能替换优惠政策，不断交流新运行技术、

新产品、新设备的经验。 
为进一步简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新能源客户

入网流程，我们将首先开通新能源用户绿色通道，

为用户在线申请和办理提供便利。在申请受理阶段，

召开协调会议、项目评审会议、设计评审会议，并

提供各种并网解决方案。在实施阶段，我们将提供

一站式服务，并有助于新能源并网工作能够高效完

成。 
（2）建设适应新能源拓展的全能型供电营业所 
我国供电综合营业厅积极推进“大数据营销平

台、家用相关的站、输电线路、变压器、箱体”拓

扑，将配电网与新能源设备之间的沟通渠道放大。

通过业务协同运作，实施“多技能人才、一次性服

务到位”的管理业务，实现终端电网业务一体化，

提升新能源业务能力。 
1.5 城市电网新能源一体化业务拓展管理实施

成效 
积极支持新能源利用和电能替代实施，在全国

范围内积极参与高压电采暖蓄热技术项目。继续试

点我国“煤改电”，减少煤炭消耗和一氧化碳排放。

新能源汽车的广泛使用和应用及其与电网的互动，

将有助于减少一氧化氮和一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化

石燃料和煤炭的消耗。高碳排放、有效控制氮氧化

物排放、风能和太阳能储能一体化结构显着提高了

新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了城市能源结构和生态环境

质量。全面拓展电网新能源集成业务，大力支持绿

色环境建设。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促进产业基地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 
2 我国城市电网新能源一体化业务拓展管理的

战略实施 
2.1 加强电网投资建设 
（1）形成科学的电网投资决策机制 
一是，持续提升电网发展的整体规划能力。围

绕电网架构核心指标，科学有效的评估电网发展的

薄弱环节，转变规划理念和思路，逐步从“容载比

分析”过渡到“供电能力分析”，做到负荷预测的

真正落地，从“设备不过载”过渡到“合理利用设

备的短时允许过载能力”，充分发挥电网的供电能

力，以取得电网建设的经济效益、运行成本和社会

效益三者之间的平衡。二是，区分效益类投资和非

效益类投资，建立固定资产投入产出量化关系。针

对主配网技改、基建、修理等投资项目，建立区分

效益类投资和非效益类投资的标准、规则和具体参

数，对于效益类项目采取市场化规则，进行投入产

出分析和排名，根据资金盘子划分，对于非效益类

项目做好风险管控，重点监控项目进展情况，及时

做好风险把控，综合分析效益类投资和非效益类投

资的投入产出，分析全部投资对整体经营效益的影

响。 
（2）强化配网、农网建设 
一是，完善规划基础台账。强化规划的科学性、

精细化管控，并细化规划的基础台账，做好电网规

划基础台账管理。二是，精准投资，补齐农网短板。

利用南宁国际化发展和城镇化趋势，做好城市向周

边扩张发展的基础，争取对农网的改造。实现动力

电入村，消除长期“低电压”，全面解决农村电网

网架薄弱、低电压、台区老旧等问题。重点加强城

市的网架结构，以提升电能质量为目标开展优化，

以提升供电可靠率为目标开展优化。三是，精准投

资，强化产业支撑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配网升级

工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区、先进装备制造

园区等新区产业提供优质可靠的供电服务，增加客

户黏性，强化对大用户掌控能力。四是，有效推动

配网升级改造进度。建立有效的协同工作机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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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政府协调沟通，优化配网项目管控模式，提高

配网项目前期可研的工作效率，推动配网升级改造

进程，逐步提升配网架构的关键指标水平。五是，

发挥外部力量作用，提升电网基础设施水平。借助

政府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需求，争取农网投资资金，

改造农网架构薄弱和设备老旧的短板。积极参与政

府发展农村光伏发电项目，借助该契机，做好项目

建议和引导，可以有效弥补农网供电半径过长等问

题。大力推广智能电表，提升装备水平，提高电网

技术可靠性。 
2.2 提升电网运营管理 
（1）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强化安全管理基础水平。强化责任制的落实，

健全完善各岗各级安全生产职责体系，落实责任传

递机制，分层分级管控，强化同级责任连带考核；

完善安全监察工作机制。贯彻执行总公司现场作业

违章扣分管理办法要求，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实行 A、B 类违法违规行为“一违规、一分析、

一报告”机制，深入挖掘整改违章背后的管理原因，

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如公共微信平台、监督移动

视频系统等提升安全监督效能，实现对各级管理人

员和安监人员履行安全生产到位标准履行情况的实

时掌控，试点运用安全生产违法违规人员安全警示

教育系统，进一步加重违法违规成本，提升违法违

规人员安全教育实效。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全面做

好应急抢险救灾与保供电工作。全面固化“五钻”

工作措施及机制，确保“五钻”成果持续巩固，深

入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安全文化的价值引

导作用。 
（2）进一步提升电网风险联动品牌建设 
深化电网风险管理，重点管控交叉跨越线路同

时故障、开关或保护拒动等运行风险以及重要客户

停电、大面积停电等社会风险，稳步推进调控一体

化，着力巩固安全稳定三道防线。在己建立的电网、

设备、作业三大风险联动的基础上，继续挖掘与电

网风险相关的电网规划建设、客户风险防范等联动

内涵，完善管控策略措施，提升措施有效性。继续

在风险管控有效运转上下功夫，细化管理流程及岗

位业务，明确各节点管控责任，引导管理人员、设

备主人、作业人员、客户全面应用风险管控工作思

路和方法，从而实现电网、设备及作业安全水平得

到全面提升。 
（3）开展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风险联动研究 
采用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实现对于

电网负荷、设备负载、设备状态、作业环境、作业

过程、人员状态的数据监测，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分析电网风险、设备风险、作业风险的风险等级，

并采用自动应急处置等手段，实现风险联动、应急

指挥。 
2.3 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1）建立设备质量管理联动机制，加强设备质

量管控，降低后期运行风险，推行“零缺陷”移交，

严控验收质量门，建立未达到质量门要求就拒收的

退回机制，建立遗留缺陷整改的闭环管控和责任追

溯机制，加强对监理人员资质审查，严格管控施工

单位和监理验收的验收质量。 
（2）完善两级设备管理机制，全面分析县公司

设备基础管理短板，加强设备集约管控，合理选择

试点县公司，稳妥推进集约化管理试点工作，在机

制和流程上实现地市企业与县级企业捆绑，更好地

落实管理主体责任。 
（3）持续推进配网重过载及低电压专项治理，

强化用户故障出门管理，提高配网故障定位能力，提

高配网故障分析水平，落实配网运维责任，重点提升

综合停电管理和转供电能力，降低延时停送电率。 
（4）加强不停电作业管理，从典设阶段开始考

虑不停电作业的可行性，增强带电作业的研究工作，

有序、合理加大不停电作业范围，提高客户不停电

作业比例，减少停电，提高可靠性。 
（5）规范退役设备管理，严格执行设备退役使

用价值鉴定技术标准和流程，加强规划管理，提前

把关，从源头上控制设备报废，提升设备再利用率，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设备报废净值率。 
（6）加强配网改造，推进配电网设备标准化，

优化配电网设备序列和类型，进一步规范配电网技

术标准，实现配电网装备水平升级。 
（7）全面提升供电质量，按照“持续推进整治，

强化数据集成”的总体思路，以提高电压质量管理

水平为重点，加强供电质量管理。加快调度自动化

系统建设调试工作，推进无功电压自动控制系统（A
VC）覆盖建设。将变电站电容器纳入年度预试定检

工作计划，确保无功设备可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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