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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下电网企业市场拓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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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推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已成为实现 “双碳” 目标的关键举措。新型电力系统是以确保能源

电力安全为基本前提，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需求为首要目标，以坚强智能电网为枢纽平台，以源网荷储互动与

多能协同为支撑，具有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互动基本特征的电力系统。在此背景下，深

入研究新型电力系统下电网企业的市场拓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合理的市场拓展，电网企业能够更好地适

应能源转型的趋势，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优化能源资源配置，提高电力系统的

运行效率，为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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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accelerates, building a new type of power system has become a key 

measure to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s. The new power system is based on ensuring energy 

and power security, with the primary goal of meeting the electricity deman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uses a robust and intelligent grid as its hub platform, supported by interactive source-

grid-load-storage and multi-energy coordination. This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clean 

and low-carbon, safe and controllable, flexible and efficient, intelligent and user-friendly, and open 

and interactive. In this context, in-depth research on market expansion strategies for power grid 

companies under the new power system is of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Through reasonable 

market expansion, power grid companies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trend of energy transition, enhance 

their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helps optimize 

energy resource allocation,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power system,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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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电力系统下电网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挑战

在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进程中，电网企业遭遇了诸多棘手的

挑战。新能源接入带来的技术难题首当其冲，风电 [1]、太阳能等

新能源发电具有显著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特点 。风力会因风速的不

稳定而时大时小，太阳能则会受昼夜更替、天气变化的影响，导

致发电功率难以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电网的功率平衡调节变得极

为困难，传统电网在应对这种不稳定的电源时，难以确保电力的

可靠供应；市场竞争的加剧也让电网企业倍感压力。售电侧改革

的推进，使得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售电业务中来，电网企业不

再拥有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这些新进入的售电公司通过提供多

样化的套餐、个性化的服务等方式，吸引用户，分割市场份额；

技术升级与创新的需求也迫在眉睫。新型电力系统对电网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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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动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电网企业加大在技术研

发方面的投入，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等，

实现电网的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控制。然而，技术研发需

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投入，且存在一定的风险 [2]。对于电

网企业来说，如何在保证现有业务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合理安排

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同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使得设备更新换代

的速度加快，电网企业需要不断淘汰旧设备，购置新设备，这进

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二）机遇涌现

尽管挑战重重，但新型电力系统也为电网企业带来了许多难

得的机遇。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推进，电网建设投资大幅增

加。为了满足新能源接入和电力传输的需求，需要加强电网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特高压输电线路、智能变电站、配电网升级改造

等。这为电网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企业可以通过参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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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建设项目，获取更多的业务收入。新技术的应用也为电网企业

带来了发展契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 [3]，为电网企业提供了更高效的运营管理

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电网企业可以深入了解用户的用电行为

和需求 [4]，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借助云计算技术，能够

快速处理海量的电力数据，提高电网运行的分析和决策效率；物

联网技术则实现了电网设备的互联互通，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

态，及时发现并解决故障 [5]；人工智能技术可用于电网的智能调

度、故障诊断和预测性维护等，提升电网的运行可靠性和安全

性。综合能源服务需求的增长也是一个重要机遇。随着能源消费

结构的调整和用户对能源服务需求的多样化，综合能源服务市场

逐渐兴起。电网企业凭借其在电力领域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可以

拓展业务范围，向用户提供涵盖电力、燃气、热力等多种能源的

综合服务。例如，为用户提供能源规划、能源管理、节能改造等

一站式解决方案，帮助用户降低能源消耗和成本，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 [6]。这不仅能够增加电网企业的收入来源，还能增强用户对

企业的粘性和信任度。

二、市场拓展的可行路径

（一）加强电网建设与升级

在新型电力系统下，加强电网建设与升级是电网企业市场拓

展的重要基础。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发展对于优化能源资源配置具

有关键作用。特高压输电线路能够实现大容量、远距离的电力传

输，将西部、北部的清洁能源高效地输送到东部、南部负荷中

心，有效解决能源供需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例如，“西电东送” 

工程中的多条特高压输电线路，将云南、贵州等地的水电以及内

蒙古、新疆等地的风电、太阳能电输送到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

地区，极大地提高了能源输送效率，促进了清洁能源的消纳。

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是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电网设备的智能化监

测和控制，提高电网运行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安装智能电表，能

够实时采集用户的用电数据，为电网企业提供精准的用户用电信

息，以便开展精准营销和需求响应等业务。借助电网智能化调度

系统，能够根据电力供需情况和电网运行状态，实现电力的优化

调配，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二）开拓综合能源服务市场

开拓综合能源服务市场是电网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途

径。电网企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为用户提供

全方位的能源服务。在能源规划方面，根据用户的用能需求和特

点，为其制定个性化的能源解决方案，帮助用户优化能源结构，

降低能源成本。例如，为大型商业综合体设计冷热电三联供系

统，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改造服务也

是综合能源服务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用户的用能设备和系统进行

节能诊断，提出节能改造方案，并实施改造工程，帮助用户降低

能源消耗。比如，为工业企业更换高效节能的电机、变压器等设

备，对建筑物进行保温隔热改造，安装智能照明系统等，有效减

少了能源浪费，实现了节能减排的目标；与能源企业、设备制造

商等合作，共同开发综合能源项目，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

势互补。电网企业与太阳能设备制造商合作，在工业园区、居民

小区等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既满足了用户的部分用电需

求，又促进了清洁能源的利用。与储能企业合作，建设储能电

站，提高电网的调节能力和稳定性，应对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

波动性问题。通过这些合作，电网企业能够拓展业务领域，提高

市场竞争力，同时推动综合能源服务市场的发展。

（三）推进数字化转型

推进数字化转型是电网企业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关键

举措。利用大数据技术，电网企业可以对电力生产、传输、分配

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产生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通过分析用户的用

电行为数据，了解用户的用电习惯和需求变化趋势，从而实现精

准营销，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电力套餐和服务。根据不同用

户的用电峰谷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电价套餐，鼓励用户合理调整

用电时间，降低用电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电网的削峰填谷，提

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网企业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在电网故障

诊断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电网运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

析，能够快速准确地判断故障类型和位置，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

复，减少停电时间，提高供电可靠性。通过对电网历史故障数据

的学习和分析，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预测潜在的故障风险，提前进

行预警，以便电网企业进行预防性维护，降低设备故障率。在电

力调度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根据电网实时运行状态和负荷预

测结果，实现智能优化调度，提高电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电

网运行成本 [7]。

（四）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是电网企业适应电力体制改革、拓展市场

空间的重要手段。在电能量市场交易中，电网企业需要充分发挥

自身的资源优势，优化购电策略。通过与发电企业签订长期稳定

的购电合同，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密切关注电力市

场价格波动，合理安排购电时机和电量，降低购电成本。在电力

需求高峰时期，适当增加购电量，满足用户的用电需求；在电力

需求低谷时期，减少购电量，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创新交易模式对于电网企业在电力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至关

重要 [8]。探索开展电力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为发电

企业和用户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同时也为电网企业自身的风险管

理提供支持。通过电力期货交易，发电企业可以锁定未来的电力

价格，降低价格波动风险；用户可以提前锁定用电成本，避免因

电力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损失。电网企业则可以通过参与期货交

易，优化自身的电力采购和销售策略，降低市场风险，提高经济

效益。

三、策略与建议

（一）制定科学的市场拓展战略

电网企业应深入分析自身在资源、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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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以及新型电力系统下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制定科学合理的

市场拓展战略。明确市场定位，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和业务领域，

如针对大型工业企业、商业综合体、居民小区等不同客户群体，

提供差异化的能源服务。制定详细的市场拓展计划，包括市场调

研、业务推广、客户关系维护等方面的内容，确保战略的有效实

施。同时，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政策变化，及时调整战略，以

适应市场的发展需求 [9]。

（二）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

人才是电网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0]。在新型电力系统下，

电网企业需要大量既懂电力技术又懂市场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因

此，要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通过内部培训、在线学习、实践

锻炼等多种方式，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开展新能源

接入技术、电力市场交易、综合能源服务等方面的培训课程，使

员工能够掌握新型电力系统下的业务知识和技能。积极引进外部

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跨领域知识和经验的高端人才，为企业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吸引优秀

毕业生加入企业，同时引进具有丰富市场经验的专业人才，充实

企业的人才队伍。

（三）强化合作与联盟

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强化合作与联盟对于电网企

业共同开拓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电网企业应积极与发电企业建立

紧密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与新能源发电企业合

作，共同开发新能源项目，促进新能源的消纳和利用。通过合

作，电网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电力资源，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

性；发电企业则可以借助电网企业的输电网络和市场渠道，提高

电力销售的效率和效益。

与能源服务企业、设备制造商等开展合作，共同拓展综合能

源服务市场。能源服务企业在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等方面具有专

业优势，设备制造商则能够提供先进的能源设备和技术支持。电

网企业与它们合作，可以整合各方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

优质的综合能源服务。共同开展能源规划、节能改造、分布式能

源开发等项目，满足用户多样化的能源需求，提升用户的能源利

用效率。

参与行业联盟和标准化组织，加强与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共

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在行业联盟中，电网企业可以与其他企业共

同探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的技术难题和市场问题，分享经验和

成果，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自身的

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还能够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为电网企

业的市场拓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参与标准化组织，电网企业

可以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将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

需求融入标准中，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市场

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在新型电力系统的时代浪潮下，电网企业的市场拓展路径呈

现出多元化和创新性的特点。通过加强电网建设与升级，提高电

网的智能化水平和供电可靠性，为新能源的接入和消纳提供坚实

的支撑；开拓综合能源服务市场，满足用户多样化的能源需求，

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推进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参与电

力市场交易，优化购电策略，创新交易模式，在市场竞争中获取

更大的发展空间。

电网企业应积极把握机遇，勇敢面对挑战，不断探索创新市

场拓展路径。持续加大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合作联盟等方面

的投入，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强与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等各方的合作，共同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和发

展，为实现 “双碳” 目标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电网企业在新型电力系统下必将迎来

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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