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布式能源+互联网”重塑能源供给格局 

国家发展和改我国能源发展正面临着传统能源产能过剩、可再生能源发展瓶

颈制约、能源系统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作为应对，我国在“新常态”

下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发展方式也正从粗放式发展向提质增效转变，

分布式能源行业爆发在即。 

业界普遍认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由于处于用户和传输环节之间的一个连

接消费侧与供给侧关键节点，可以将化石能源系统与电力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以满足用户多元能源需求为核心高效配置供给侧能源。 

政策利好依旧遭遇五大顽疾 

一直以来，分布式能源被认为是破解我国化石能源依赖和能源体制机制问题

的先行者，但其发展却始终受到经济性差、并网难、相关政策不配套不落实、体

制机制问题制约和天然气能源定位不准的五大难题制约。进入 2016年，随着利

好分布式能源投资、建设与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接连出台，分布式能源“家族”

赢得实质性利好，未来分布式能源增长确定性和空间都被放大。  

2016年 4月，《2016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放

开用户侧分布式电源建设，鼓励多元主体投资建设分布式能源。此外，积极发展

分布式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利用，推动区域能源转型示范，推进可再

生能源与新城镇、新农村建设融合发展，天然气、光伏、风电、生物质能、地热

能等分布式能源，已经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由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要求通过能源技术创新，提高用

能设备设施的效率，增强储能调峰的灵活性和经济性，推进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

的深度融合，加强整个能源系统的优化集成，实现各种能源资源的最优配置，构

建一体化、智能化的能源技术体系。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中指出，我国未来将围绕能源效率提升目标提供智慧能源技

术支撑，要重点发展分布式能源、电力储能、能源互联网等技术。 

分布式能源+互联网将“四处”发力 

能源互联网生产消费智能化技术。研究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智能化生产，

以及多能源智能协同生产技术。研究智能用能终端、智能监测与调控等能源智能

消费技术。研究综合能源和智能建筑集成技术，将分布式能源发电和天然气网、

建筑节能等相结合实现冷、热、电三大能源系统的整合优化运行。 

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面向能源互联网的新型海量信息采集技术体

系架构与高效传输处理核心技术。研究支撑大规模分布式电源和负荷计量、监测

等功能的各类新型传感器件。 

能源虚拟化技术。研究虚拟电厂、分布式能源预测、区域多能源系统综合优

化控制及复杂系统分布式优化技术，研究能源虚拟化技术参与多能源系统的能量

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碳交易市场等支撑技术。在能源系统自动化程度较高、分

布式能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开展能源虚拟化技术参与市场交易试点工作。 



 

 

能源互联网储能应用与管理技术。研发能源互联网各类应用场景下的支持即

插即用、灵活交易的分布式储能设备和电动汽车应用技术。研发支撑电、冷、热、

气、氢、储等多种能源形态灵活转化、高效存储、智能协同的核心装备。研发支

撑储能设备模块化设计、标准化接入、梯次化利用与网络化管理关键技术。 

液市点评：我国能源领域目前正面临着多种问题与挑战，能源发展方式也从

粗放式发展向提质增效转变，分布式能源行业爆发在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可有

效的将能源利用起来，通过多种系统的有效结合，使我国能源行业焕发出新的光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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