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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字字化化加加速速重重构构电电力力系系统统生生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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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4 月 26 日， 在安
徽省天长市汊涧镇于
洼村， 苏皖 10 千伏配
网首次跨省实施用电
负荷转移供电成功，实
现了跨省互供互备。 当
日，滁州天长供电公司
应该市长江淮分水岭
风景道路建设需要，实
现多处杆线迁移和部
分重点供电设备检修，
若采用原有检修模式，
将导致 18台公变 1273
户居民和 4 台专变生
产企业停电约 7 小时。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滁
州天长供电公司与南
京市江北新区供电公
司启用苏皖跨省联络
线进行转供电。

宋卫星/摄

苏苏皖皖 1100千千伏伏配配网网首首次次跨跨省省转转供供电电

当今数字经济炙手可热，越来越多的企
业涌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 数据显示，目前
已有 80 多家中央企业建成集团级数据中
心、60 多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国企不断深化
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的融合， 中央企业 2/3
的研发单位实现三维数字化建模和仿真，半
数以上建成了产业链数字化生态协同平台。
记者梳理发现，仅国网一家企业就建设运营
了新能源云、能源工业云网、电 e 金服等多种
数字与产业融合形式。

国网浙江电科院互联网技术中心研究
员韩嘉佳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电力企业
处于数字化转型加速期， 企业正通过大
力推进“大云物移智链”等新技术与电网
深度融合应用，以技术驱动业务变革。 数
字化特征主要体现在 IT 架构向云化演
进，业务应用移动化、在线化趋势越来越
明显， 数据应用从统计分析向大数据分
析转变 ，大数据 、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应
用逐渐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我国缺少行业性

服务平台支撑的情况下，国网打造了国内能
源领域首个全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能源
工业云网。

“国网公司建设运营的能源工业云网，
围绕能源生产、装备制造和能源消费三大领
域， 建设满足能源生态全域服务的云网
平台 ，支撑能源互联网 ‘源 、网 、储 、荷 ’
各环节设备工业互联 ，构建 ‘互联共享 、
全域赋能 ’ 的能源工业互联网生态体
系 。 ” 国网电商公司业务运营中心主任
运营师胡泊向记者介绍，“可为不同细分
领域和不同规模的行业企业提供普适性
的数字化转型服务 ，实现 ‘智能制造 、智
慧交易 、智能运维 ’全场景数字化改造 、
智能升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
运营效率。 ”

据悉，目前能源工业云网接入制造企业
1.9 万余家， 设备 13.8 万台， 入驻商户超过
7.6 万家，交易额超千亿元。 “通过能源工业
云网典型场景应用，可降低接入企业综合成
本 5%-10%。 ”胡泊表示。

核心阅读

数字转型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可以比作“让大象起舞”，如何深化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平台
生态建设的思路使得几乎所有能源企业均朝着“共建共享”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发展。

全域工业互联网效应显现

数字化“底层”尚需统一构建
日前，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黄学农公

开表示，国家能源局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将采
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先进信息通信等技术与电力技术的
深度融合。

今年以来，国网、南网数字生态体系建
设动作不断。 仅以国网电商为例，“碳排放
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 一期设计开发完
成、传统“数据烟囱”难题被国内最大能源
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国网链”攻克，愈来

愈多的公司加快拥抱“能源工业云网”。
在业内人士看来， 作为数字转型的急先

锋，国网、南网数字化转型充分应用了现代信
息技术， 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客户需求精
准对接，实现价值的高效转换、多方共赢。 随
着我国能源行业改革逐步深入， 上下游企业
“互联网+” 创新将蓬勃发展， 以数字化为聚
合， 推动能源电力企业由单一价格维度向多
价值维度发展，由传统业务向新型业态拓展，
逐步形成共建共治共赢能源发展新生态。

虽然能源行业曾经是数字化技术应
用的领先者， 但目前相对其他行业已处
于落后状态。尤其在去年疫情中，暴露出
能源应急管理制度、能源储备安全、能源
跨区域调度能力方面的挑战。

一位不愿具名业内人士对记者直
言，数字转型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可以比
作“让大象起舞”，如何深化才是数字化
转型成功的关键。 面对这场数字化转型
的“平台战争”，各企业都希望把自己的
“乌龟壳”越做越大。 平台生态建设的思
路使得几乎所有能源企业均朝着 “共建

共享”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发展。
“数字化推动电网企业由规模型向

客户型管理变革， 数字化浪潮为电网企
业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 也对企业与数
字化转型匹配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 ”上述业内人士称。

胡泊告诉记者：“目前我国能源工业
互联网发展还缺乏有效的行业标准支
撑，物联管理、标识解析、区块链、人工智
能这些基础设施的统一构建还在进行当
中。今年，将抓紧电力设备接入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国家标准建设， 并启动能源工

业云网标准体系的规划和建设。 同步在
国网经营区全面推广能源工业云网，并
重点在江苏、福建、甘肃、河北建设四个
综合示范区，推动上述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及与能源工业云网的贯通。 ”

此外，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
提到，数字化转型复合人才稀缺，需要打
通产学研。 “保障数字化转型，需要创造
数字化技术创新创意氛围和机制， 大力
培养既懂电力系统又懂数字化的高水平
融合型人才，推动新技术创新。 ”韩嘉佳
坦言。

数字化转型是更高维度融合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 能源数
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将大数据技术应用
于能源领域，而是更高维度的融合，不仅
带来技术提升， 也推动能源领域的管理
转型和生态系统转型， 驱动能源资源有
效整合和配置， 实现能源企业高质量发
展、用户获得感提升。

“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的核心需求。 ” 韩嘉佳认
为， 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背景下， 电网企业可以通过数
字化手段来打通源网荷储各个环节，
将用户侧可调节负荷、 分布式储能等
通过数字化手段纳入电力系统调控范

畴， 提升电网灵活控制、 安全互动能
力，促进清洁能源消纳，适应未来以新
能源为主的多种能源互联互通、 共享
互济的需要。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 数字化转型具
有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等特征，能源
电力企业需要做好打数字化转型 “持久
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体制机制方
面， 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有助于实现数字
化转型的各类闭环管理机制， 使数字化
转型可跟踪、可评价、可考核。

在韩嘉佳看来，在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过程中，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在
于：如何有效打通源网荷储各环节的

能源信息、如何处理各种能源数据驱
动企业高效发展、如何构建适应源网
荷储信息流高交互的网络安全防护
体系。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完善数字化
建设统一管控模式， 实现数字化建设统
一规划、统一架构和标准、统一技术资源
和人力资源， 以快速响应企业业务需
求。 ”韩嘉佳表示，“另外，需优化数字化
建设流程和工作方式， 实现跨部门端到
端流程贯通， 推动各部门各环节共同负
责。同时，需提升数字化建设组织支撑能
力， 实现业务部门与数字化部门充分协
同、高效决策。 ”

国家电网
再次剥离非电网资产

本报讯 4月 27日， 据北京产权交
易所预披露公告显示，国家电网旗下公
司长春启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转让长
春启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披露信息显示，长春启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26 日，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物业
管理及物业管理综合有偿服务、汽车装
饰品、工程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经销与
租赁服务，代收电费等。 公司由长春长
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持有。

主要财务指标显示，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长春启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
业收入 408.38 万元， 营业利润-220.87
万元， 净利润-212.95 万元， 资产总计
875.6 万元， 负债总计 6629.49 万元，所
有者权益-5753.89 万元。

业内人士称，大量的非电网资产存
在于电网企业的内部，其低效率和复杂
的成本构成，加上跟主业之间的千丝万
缕交集，会很大程度上扭曲电网企业的
运营成本，进而推高电价。 所以要进行
电价改革，也必须对电网企业瘦身。

其实， 早在 2002 年国务院就发布
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确立了“厂网
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
四大改革任务。

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后，形成两家电
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及四家辅业集团
格局。 厂网成功分开，但是主辅分离改
革却因为一些原因一再拖延。

根据“主辅分离”的精神，国家电网
理应剥离所有非电网资产，包括从事电
力设计、设备制造、电力建设等工作的
二级单位，以及从地方电力公司上划来
的非电网资产。

按照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未
来电价要完全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形
成， 电网企业的运营成本将是电价核心
组成部分之一，完善合理的企业运营成
本，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电价。

去年，国家电网印发《2020 年改革
攻坚重点工作安排》明确提出“有序退
出传统装备制造、房地产、宾馆酒店等
业务”，压减“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举措，
通过混改推动国网智能和金融资产上
市，积极培育发展新业务、推进产业单
位与省公司合作，在电动汽车、综合能
源等领域成立合资公司，打造创新发展
新平台。 （刘晓春）

本报讯 4 月 26 日， 冀北地区首
座 220 千伏智慧变电站———塞罕坝变
电站工程开工建设。 该工程总投资
1.45 亿元，开创政府主导出资电网建
设、供电公司无偿接收新模式，开启
政企合作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能源绿色崛起的新篇章。

据悉，工程建成投产后，将大幅
提高坝上地区清洁能源的消纳及送
出能力， 优化坝上地区电网结构，提
高供电可靠性，满足塞罕坝区域国家
冰上、雪上训练基地等涉奥项目以及
重点项目的用电需求。

作为冀北地区首座 220 千伏多站
融合智慧变电站， 塞罕坝 220 千伏变
电站采用半户内 GIS 型式， 终期主变
规模 2×120 兆伏安，220 千伏出线 5
回，110千伏出线 6 回，10 千伏出线 24
回。 变电站建设采用国内先进技术理

念，实现变电站在线智能巡视、数字孪
生模型建设等多个典型场景的应用。

“智慧变电站与智慧输电线路共
同构成塞罕坝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该工程是塞罕坝能源互联网生态示范
区建设的重要载体。”承德供电公司有
关人员介绍，本工程依托变电站资源，
融合建设交直流微网、储能站、分布式
光伏站、汽车充电站、数据中心、5G 网
络、北斗通信系统、无人机方舱等，打
造多站合一 “枢纽型”“平台型”“共享
型”智慧变电站。

据了解， 塞罕坝能源互联网生态
示范区建设聚焦“智慧能源生态样板”
一个目标， 在八个领域开展十六项重
点任务， 打造低碳能源互联网综合示
范工程，形成“1816”总体框架，全面助
力承德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建设。 （冯硕）

本报讯 4 月 27 日， 随着南昌±800
千伏换流站交流出线送电启动指令下
达，“川电入赣”工程终点站：南昌±800
千伏换流站 500 千伏交流系统正式进入
送电阶段。

南昌换流站作为首条“川电入赣”能
源大通道受端站， 自 2019 年底开工以
来，克服疫情、恶劣天气等制约性因素影
响，通过精益管理、智慧建设、E 安全管
控等举措，安全、优质、高效地完成了交
流场、交流滤波器场的土建、电气设备安
装、系统调试工作，为 500 千伏交流系统
如期顺利启动送电起到了有力保障。

南昌换流站共计 500 千伏交流出线
7 回，远期预留扩建 1 回，此次启动带电
调试的设备， 包括换流站 500 千伏交流
系统及 500 千伏 4 回交流线路。 根据计
划， 另外 3 条 500 千伏线路于今年底接
入南昌 1000 千伏变电站，将分阶段陆续

启动带电。
雅中—江西±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起于雅中换流站， 止于江西省
抚州市，途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
西五省，输送容量 800 万千瓦，线路全长
1711 公里，额定电压等级±800 千伏，每
年可输送清洁电量超过 400 亿千瓦时，
是服务“西电东送”能源战略、保障西部
水电消纳、 满足中东部地区绿色发展需
求的重大输电项目， 将有力促进 “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截至目前，雅中—江西±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双极低端直流系统安
装也已接近尾声，5 月初进入低端带电
调试阶段，6 月中旬启动高端带电调试
并最终转入商业运行， 届时将于今年迎
峰度夏前完成低、高端全部带电，对保障
华中电力需求、 促进江西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何海游 高敏）

冀北首座 220千伏智慧变电站开工建设 “川电入赣”终点站交流系统启动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