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EV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reen” energy and 

power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s mobile power loads with 

energy storage capability, EVs have dual attributes of load and 

power, and the design of an appropriate business model for EV 

participation in an electricity market that efficiently absorbs 

renewable energy is a challenging technical problem.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output of EVs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s, designs a basic 

framework of EV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and 

analyses the participation of EVs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operator of a power grid, an electricity 

retailer, and the operator of a virtual power plant. A typical 

urban scenario in China is selected for a comparativ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hree business model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ncourage EV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electricity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EV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ca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wind and photovoltaic 

fluctuations on the power grid. Thus, this study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 that can be leveraged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renewable energy absorption.

Keywords: electric vehicle; electricity market; market framework; 

business model

摘　要：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是能源电力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之一。电动汽车作为一种具备储能功能的移动式电力负载，

具有负荷和电源双重属性，如何设计其参与电力市场的商业

模式以高效消纳可再生能源，是实现能源电力绿色转型面临

的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鉴于此，分析了电力市场环境下

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的出力关系，探索了电动汽车自身特

性，设计了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的基本架构；进一步从电

网、售电公司、虚拟电厂三个角度分析并提出了电动汽车参

与电力市场的商业模式；最后选取某典型城市场景对三种商

业模式进行了经济性对比分析，仿真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能

够鼓励电动汽车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利用电动汽车充放

电缓解风、光发电波动对电网造成的冲击，同时有利于提升

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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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全球能源体系正向清洁低碳转变，可再生能

源得到快速发展。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并网要求电力系统具备更高的灵活性，以

满足能源电力清洁转型的巨大需求[1]。与此同时，随

着中国电动汽车的日益普及，电动汽车在需求响应[2]、

V2G[3]、辅助服务[4]等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电

网的规划、调度控制及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5]。

电动汽车具有典型的负荷和电源双重属性，在建

设安全经济环保的智能电力系统方面作用巨大，更

是解决交通、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各

国学者在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层面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研究。文献[6]基于电力辅助服务交易，提出

了电动汽车提供备用交易的方法。文献[7]分析了电

动汽车竞标对电价的影响，从电动汽车参与日前和

实时电能市场方面构造了二层竞标策略模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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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充电权交

易机制与模型。文献[9]提出了以可靠性综合电价为

衡量指标的计及V2G备用服务的备用交易新模式。文

献[10]在电动汽车充电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电动汽

车结合日前实时统一交易模型。文献[11]考虑了电动

汽车的V2G特性，提出电动汽车接入场景下的电网

多目标交易。文献[12]提出了电动汽车联网与电能双

向传输的概念，美国以此建设了示范项目。文献[13]

基于澳大利亚珀斯市电力供需现状，研究了澳大利

亚珀斯市大规模接入电动汽车后对输电线路的冲击。

文献[14]基于交易式控制原理建立了一种分布式实

时滚动充电管理框架。文献[15]对比分析了V2G的市

场、控制策略和商业模式。文献[16]建立了电动汽车

群、新增实体和电网公司多方动态非合作博弈模型。

文献[17]提出了出行链概念，并从用户角度出发，利

用马尔科夫链基于蒙特卡洛法模拟建立时空负荷模

型。文献[18]以最小配电网网损为目标函数展开分

析，基于EV行为特征划分集群并制定了用户满意的

延时充放电策略。

上述工作偏重于研究电动汽车参与电力交易的模

型及方法、参与电网互动策略等微观层面，而较少涉

及从宏观层面研究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商业

模式。由此产生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促使电动汽

车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从而促进电力系统低碳绿色

经济发展。围绕上述难题，本文首先从电动汽车与可

再生能源协同关系出发，设计了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

场的框架；其次考虑市场环境下电动汽车充放电特

性，从电网、售电公司、虚拟电厂三方面分析并提出

了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商业运营模式；最后，

对三种商业模式进行经济性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方

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本文工作为电动汽车有序高效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	 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框架

1.1  电动汽车与可再生能源出力关系

为保障电网安全经济运行，电网调控中心通过提

前预测用户负荷来制定各机组的发电计划。但是随着

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的不断提高，通过发电计划与调

度指令很难满足电网安全经济运行方面的需求，由此

对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的要求日益增高。图1所示

为中国某城市典型工作日电网（含高比例风光发电）

负荷、电动汽车充放电与风光出力曲线图，从该图可

以看出，电动汽车出行高峰时段之后，电力系统负荷达

到峰值，其峰谷差较大会导致系统运行成本增加；同时

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虽然受季节与天气变化

的影响，但风电、光伏的最大出力分别出现在凌晨和

中午时段，而电动汽车在此时段一般处于闲置状态。

图 1　电网负荷、电动汽车出行与风光出力曲线

Fig. 1　Power load, traffic flow of EV, wind and PV power  

output curve

因此，在引导电动汽车有序充放电时应深入结合

当地电网负荷峰谷分布、风光发电特性与电动汽车出

行状况，制定合理的充放电时序，以促使电动汽车与

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发展，使其与电网安全经济运行需

求在时间分布上形成良好的互补。这不仅可为电动汽

车融入电力市场提供合理可行的商业模式，提升可再

生能源并网水平从而大幅降低碳排放，还能有效提升

电网与交通网的良性互动水平。

1.2  电力市场下电动汽车的定位

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的主要模式包括直接接入

与间接接入。直接接入模式指电动汽车以集群形式在

公共停车场直接接入大电网，由电网直接调控；间接

接入模式指电动汽车通过家庭、楼宇或由第三方集成

运营商（车辆与电网之间的中间商，负责车辆调度和

经营管理）聚集的方式接入[21]。2种模式下电动汽车

参与电力市场架构如图2所示。

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时，可发挥其电能

双向传输的优异特性：一方面在电网处于负荷低谷或

即将发生弃风弃光时，采用低价电方式鼓励电动汽车

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充电，从而减少系统中常规机组

的启、停成本，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另一方面

在电网处于负荷高峰时，采用高电价方式鼓励电动汽

车少用电、多放电，从而有效降低系统装机容量，减

少电网投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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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环境下电动汽车特性分析

2.1  电动汽车特性分析

电动汽车作为电力市场中新增消费体，其自身固

有特性能够为其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提供支撑条件，

主要原因包括：①电动汽车停车时间较长，且充电时

间与电网晚高峰时期基本相同，若采用合理可行的手

段引导电动汽车避开高峰充电，则能有效促进电网削

峰填谷；②电动汽车自身的车载通信系统较为完善，

内部一般均装有对充放电数据进行监控和计量的装

置，降低了其参与市场交易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③不

同型号、不同用途的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不同，规模

化的电动汽车群具有较大的响应容量，可在响应电网

需求时提供较高的灵活性调节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确保电动汽车出行需求与降

低放电行为对电池的损耗，电动汽车电池理论上要保

存一定的剩余电量，约为电池额定容量的20%。鉴于

此种情况，设t时段电动汽车充放电状态为Nt，则有

  （1）

式中：Ez表示电动汽车电池额定容量；Et表示在t时段电

动汽车剩余电量；0表示电动汽车充电状态；1表示电动

汽车放电状态。

  （2）

式中：Po为充电桩的输出功率；Pi为充电桩的输入功率；

γ为电动汽车充放电损耗；To Ti分别为t时段内电动汽

车充放电时间；ε为电动汽车百公里耗电量；ΔL为该

时段内电动汽车行驶里程。

电动汽车的充放电时间与电池剩余电量有关。假

设电动汽车有效充满状态是电池额定容量的90%，结

合用户用车需求，则t时段内电动汽车持续充放电时长

T(Nt)可表示为：

  （3）

2.2  需求侧资源特性对比分析

电动汽车作为一种特殊的需求侧资源，一方面可

充当用电负荷，另一方面又可作为分布式的储能。与

其他需求侧资源相比，在响应时长、响应可靠性、响

应可控性以及节能减排效果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

如表1所示。

表 1　需求侧资源特性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mand side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特性 电动汽车 其他需求侧资源

响应时长 较长 一般

响应可靠性 高 低

响应经济性 一般 好

响应可控性 易 难

节能减排效果 优 良

随着中国售电市场的形成和现货市场逐步建设，

电动汽车作为需求侧资源带来的效益越来越显著。作

为分散的终端用户，电动汽车有助于加快分时电价、

实时电价以及容量电费在用户侧的完善，还能够提高

电网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充分发挥终端服务价

值；同时，电动汽车集成参与需求响应、现货市场交

易和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市场化交易不断成熟。在

互联网与通信技术推动下，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化

交易将涌现出更多的商业模式。

3	 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商业模式

3.1  商业模式一：电动汽车直接参与电力市场

电动汽车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是指电网直接控

制大型公共停车场中的充电桩，通过分时电价、实时

电价、打捆交易等措施引导电动汽车用户有序充放

电，以满足电网稳定运行需求，促进可再生能源消

纳，其原理如图3所示。

图 2 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基本框架

Fig. 2 Basic framework of electric vehicle participation in 

electrici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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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动汽车直接参与电力市场商业模式

Fig. 3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in business model of 

electricity market

1）服务内容。

电网企业为满足可再生能源消纳与保障电网稳定

运行等方面的需求，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相应的服

务，内容包括：①为满足电动汽车用户出行等需求，

采用价格激励措施提供不同时段、不同价格的充放电

服务；②为便捷电动汽车用户充放电及时性，提供信

息共享服务。同时将大型公共停车场位置、充电桩空

闲状态、价格等相关信息发布在网络上，电动汽车借

助手机APP获取相关信息。

2）收入来源。

此商业模式下，电网企业作为运营商，其收入主

要来源于电动汽车充电电费及服务费，即

  （4）

  （5）

  （6）

式中：S1为电网企业收入；M为电动汽车总数；Pm,i(t)

为t时段针对第m辆电动汽车的充电功率；pc(t)为t时段

电动汽车充电费用；Tm,i(t)为第m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时

间，由函数Fm确定，Tm(Nt)由式（3）决定；Tpv为光伏

大发时段；Tth为电网负荷低谷时段；Twv为风电大发时

段；pe(t)为t时段电动汽车充电电费；pw为电动汽车充

电服务费。

3）服务成本。

服务成本主要包括：电网购电费用、电动汽车放

电补偿、充电桩运维费用及其它成本。其它成本主要

包括：信息发布与网络费用。具体表述如下：

  （7）

  （8）

 Cb=  （9）

  （10）

式中：C1为电网企业服务成本；Cg为电网企业购电成

本；Cb为电动汽车放电补偿；Cq为其它成本；Cy为充

电桩运维成本；Qz为总充电量；pz为批发交易价格；

Tm,o(t)为第m辆电动汽车的放电时间，由函数 确定；

Pm,o(t)为t时段针对第m辆电动汽车的放电功率；pb为

电动汽车放电价格；Tph为电网负荷高峰时段。

3.2   商业模式二：可再生能源跨省批发-省内分

散零售

2019年5月10日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颁布

的《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

知》中提出2020年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消纳监督与考

核。在此背景下，售电公司作为被考核主体，可在商

业模式一的框架下，代理电动汽车用户参与跨省跨区

交易购买低价可再生能源电力，一方面能够促进省外

可再生能源消纳，满足自身消纳权重；另一方面可以

进一步调动电动汽车用户参与电力市场的积极性。该

模式工作原理如图4所示。

图 4 可再生能源跨省批发-省内分散零售商业模式

Fig. 4 Interprovincial wholesale-distributed retail business model 

for renewable energy

1）服务内容。

基于特高压输电技术，充分发挥其输电容量大、

距离远、损耗低的优点，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大范围内

消纳。该模式下售电公司采用跨省跨区直接交易方式

购买省外低价可再生能源电，在计入充电设施投资及

其运维成本后，再以低于本省电动汽车充电价格的方

式进行省内分散零售交易，以扩大市场规模。

2）收入来源。

此商业模式下，售电公司作为运营商，其收入主

要来源于电动汽车充电电费及服务费，即



520 全球能源互联网 第 2卷 第 5期

  （11）

  （12）

式中：S2为售电公司收入；p'c (t)为t时段售电公司制定

的电动汽车充电费用；p'e(t)为t时段售电公司制定的电

动汽车充电电费。

3）服务成本。

服务成本主要包括：跨省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

费用、特高压输电费、充电桩运维费用及其他成本，

具体表述如下：

  （13）

  （14）

式中：C2为售电公司服务成本；C'g为省间购电成本；

pg为特高压输电费用；pwz为省间批发交易价格。

3.3   商业模式三：以虚拟电厂为载体间接参与电

力市场

分散的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将面临较高

的市场门槛，从而影响用户响应程度。虚拟电厂是利

用先进的调控、计量、通信技术把分布式发电、分布

式储能设施、可控负荷等不同类型分布式资源进行整

合优化参与市场交易的载体。电动汽车作为移动储能

设施具备的优异特性，使其能够很好地融入虚拟电

厂，从而以间接方式参与电力市场，打破了市场门槛

的限制。该模式工作原理如图5所示。

图 5 以虚拟电厂为载体间接参与电力市场商业模式

Fig. 5 Indirect participation in electricity market business model 

with virtual power plant as carrier

1）服务内容。

电动汽车可在虚拟电厂中充当电源和负荷的双重

身份：作为负荷可有效减少购电成本；作为电源可获

取额外收益。虚拟电厂运营商可针对此特性提供相应

服务。一是通过可再生能源跨省批发-省内分散零售

模式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充电服务；二是作为市场主

体参与电力批发市场，竞价获得辅助服务。进一步根

据辅助服务要求，通过分时电价等激励手段整合电动

汽车及其他主体发用电状况，拟合出符合电网需求的

负荷曲线响应电网以获取相应的收益。

2）收入来源。

此商业模式下，虚拟电厂作为运营商，其收入主

要来源于电动汽车充电电费及服务费、反向卖电以及

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带来的收益，具体表述如下

  （15）

  （16）

  （17）

式中：S3为虚拟电厂运营商收入；p
''
c(t)为t时段虚拟电

厂内电动汽车充电费用；Sb为放电补偿收入；Sf为虚

拟电厂参与辅助服务市场获取的收入。

3）服务成本。

服务成本主要包括：省间购电费用、电动汽车放

电补偿、充电桩运维费用、内部资源整合费用、其它

成本，具体表述如下：

  （18）

  （19）

式中：C3为虚拟电厂运营商服务成本；C
'
b为虚拟电厂

内电动汽车放电补偿；p
'
b为虚拟电厂内部放电价格；μ

为辅助服务收益分配比例。

3.4  商业模式对比分析

上述3种商业模式具有不同的运营主体，故在电

力市场环境下具有不同的需求。商业模式一由电网作

为运营主体直接控制电动汽车充放电，一方面能够提

升电网运行的稳定性，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另一方

面在电网出现异常状况时，可以更快、更可靠地响应

电网，不利之处在于增加了电网运行复杂度。商业模

式二由售电公司跨省购买低价可再生能源电力，能够

在更大时空范围内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不利之处在

于其可控性较差。商业模式三则是通过第三方运营商

进行控制，以间接方式参与电力市场，其优势在于不

仅能够充分消纳可再生能源，而且能够弥补商业模式

二的不足，与电网实现分层优化调度，显著减轻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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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压力，不利之处在于其对响应速率和响应稳

定性要求较高。

为了对3种商业模式运营的经济性进行准确对

比分析，本节以3种模式下运营主体收益最大化为

目标函数，同时考虑物理约束条件，构建下述优化

模型：

  （20）

s.t
 

  
（21）

  （22）

式中：π表示运营主体的净收益；Sn表示第n个商业模

式下运营商的总收入；Cn表示第n个商业模式下运营

商的总成本。约束条件（21）表示电动汽车各时段

电池剩余容量不低于其最低容量且不高于最大有效

容量，并且单位时间段内电动汽车充放电量不能超

过其最大充放电电量。约束条件（22）表示在t时段

内充放电动汽车总数M不能超过最大允许的充放电汽

车总数Mmax。

4	 算例分析

本章选取湖南某城市电网日运行情况作为测算案

例，其中光伏装机160 MW，风电装机160 MW，火电

装机1000 MW，外来特高压输电400 MW，可再生能

源占比30%。该地区电网某日负荷、风电、光伏、火

电、特高压输电功率曲线如图6所示，其中最大负荷

为1450 MW，最小负荷为848 MW。 

图 6　某城市电网功率曲线

Fig. 6　Power curve of an urban power grid

以风光消纳最大、系统经济最优、供电可靠性

为目标测算，该城市电网削峰填谷需求如图7和表2

所示。

图 7　削峰填谷需求曲线

Fig. 7　Peak-shaving demand curve

表 2　削峰填谷需求量

Table 2　Peak-cutting and valley-filling demand

时刻 0 : 00 1 : 00 2 : 00 3 : 00 4 : 00 5 : 00

需求/MW 50.7 62.3 62.3 54 60.2 35.7

时刻 6 : 00 7 : 00 8 : 00 9 : 00 10 : 00 11 : 00

需求/MW 38.9 35.5 –32.1 –35.7 –55.3 –48.6

时刻 12 : 00 13 : 00 14 : 00 15 : 00 16 : 00 17 : 00

需求/MW –16.5 16.77 19.15 –61.7 –65.2 11

时刻 18 : 00 19 : 00 20 : 00 21 : 00 22 : 00 23 : 00

需求/MW –6.2 –1.63 –25.8 –36.5 2.78 72.1

本章根据该市电网负荷峰谷分布、可再生能源发

电特性和削峰填谷需求设计了电动汽车充放电时序，

如图8所示。电网负荷高峰期为9 : 00—11 : 00和15 : 00—

21 : 00，而7 : 00—9 : 00与17 : 00—19 : 00是电动汽车出行

高峰阶段，难以接入电网。因此将电动汽车的充电时

间段设置为22 : 00—6 : 00（次日）、13 : 00—14 : 00；放电

时间段设置为7 : 00—11 : 00、15 : 00—21 : 00。

图 8　电动汽车充放电时序

Fig. 8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sequence of electric vehicle

该城市拥有约4000辆比亚迪电动汽车，其属性如

表3所示。假设4000辆车均参与电力市场，且每天电

动汽车以满电状态（电池容量90%）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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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动汽车属性

Table 3　Electric vehicle properties

型号
电池容量

/kW

充电功率

/kW

百公里耗电量

/kWh

日均行驶里程

/km

比亚迪E6 60 7 20 60

考虑电网可靠运行，同时确保外来电中可再生能

源全额消纳，首先设定削峰填谷需求量的30%由电动

汽车参与电力市场进行调节，剩余部分采用火电进行

调整。进一步根据式（1） —（3）计算电动汽车全天

内各时段最大总充放电量，并与电网各时段削峰填谷

需求量进行对比，计算结果如图9所示。

图 9　电动汽车各时段充放电量

Fig. 9　Charge and discharge electricity of electric vehicle in 

different periods

从该图可以看出，电动汽车各时段充放电量均满

足电网削峰填谷需求。一方面，可保障电网稳定运

行，提高供电可靠性；另一方，有助于消纳外来可再

生能源，促进其大范围内消纳。

该城市电网充放电价格等主要经济参数如表4

所示。

表 4　主要经济参数

Table 4　Main economic parameters 

类型 价格 类型 价格

充电 0.71元/ kWh 尖峰电价 1.28元/ kWh

充电服务费 0.8元/kWh 高峰电价 0.95元/ kWh

放电 0.16元/kWh 低谷电价 0.32元/ kWh

省外可再生能源 0.4元/ kWh 调峰成本 0.2元/ kWh

省内可再生能源 0.57元/ kWh 特高压输电费 0.1元/ kWh

运维成本 0.15元/kWh 收益分配比 8%

基于表4参数，运用优化模型式（20）—（22），

计算并分析3种商业模式经济性，结果如图10所示。

图 10　商业模式收入/成本/净收益

Fig. 10　Business model income/cost/net profit

图10给出了电动汽车参与不同商业模式下的收入

与成本。商业模式一：电动汽车直接参与电力市场，电

网企业收入为163 769.04元，服务成本为129 913.89元；

商业模式二：可再生能源跨省批发-省内分散零售，售

电公司收入为162 344.34元，服务成本为105 832.35元； 

商业模式三：以虚拟电厂为载体间接参与电力市场，

虚拟电厂运营商收入为194 088.78元，服务成本为 

135 284.136元。3种商业模式均可以为各市场运营主

体带来一定的收益。相比商业模式一和二，商业模式

三的经济性最优。这是因为：第一，特高压输电通道

承担的400 MW电力大都来自风光电厂，一方面其波

动性经过风光水火打捆输送得到有效的管控，另一方

面，模式三提出的电动汽车运营策略能够最大程度消

纳可再生能源；第二，虚拟电厂参与辅助服务市场也

可获取一定收益。其中，4000辆电动汽车除负荷低谷

充电满足电网需求外，同时为保障车辆自身需求额外

消纳可再生能源约73.5万kWh。在此种模式下，虚拟

电厂运营商以特高压技术为支撑，凸显其在购电成本

上的优势，使充电价格具有一定降价空间，对于电动

汽车用户而言，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来缓解充电

成本及车辆自身损耗成本，从而更高程度地参与电力

市场，最终实现加强用户与电网间的友好互动、削峰

填谷、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目的。

5	 结论

面向能源电力绿色转型重大技术需求，针对现有

工作偏重于从微观层面研究电动汽车参与电力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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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及方法、参与电网互动策略的局限性，本文立足

宏观层面研究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商业模式。

首先分析了电动汽车与可再生能源的出力关系，探索

了市场环境下电动汽车的技术经济特性，分析并设计

了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的基本架构；进一步分别从

电网、售电公司、虚拟电厂3个角度提出了电动汽车参

与电力市场的商业模式；最后，对3种商业运营模式经

济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证明了本文提出的电动汽

车参与电力市场的商业模式有助于电网与电动汽车用

户形成良好互动，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再好的商业模式也需要有良好的

市场机制作为保障。为充分真实反映电动汽车的灵活

性价值，还需进一步从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的准入

条件、充放电价格和用户宣传等方面做以下方面的深

入研究。首先，应明确电动汽车的市场身份及地位，

鼓励将电动汽车纳入电力市场主体中，并适度降低电

动汽车进入市场交易的条件；其次，充放电价格也是

电动汽车参与市场交易的重要因素，应加快落实电动

汽车充电峰谷电价政策，减少转供电加价，降低第三

方运营商上游购电成本，制定合理定价策略；第三，

加大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化宣传力度，增加用户的

环保意识，鼓励用户更加主动参与电力市场，促进能

源电力清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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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楠

泛在电力物联网是数字革命在能源电力领域迅猛发展的最新体现，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

动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先进通信技术在电力系统的深度实践。建设泛在电力物

联网，拓展在智能电网之外的数据采集，破除电力系统与其它非电能源系统、能源终端社会的信息壁

垒，能够为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建设、生产运行、经营管理、综合服务、新业务新模式发展等方面提供

充足有效的信息和数据支撑，促进能源系统高效、清洁、低碳发展。

为展示泛在电力物联网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促进能源领域系统层面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推动

全球能源向互联互通、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可持续方向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设立“泛在电力物

联网”专栏。真诚欢迎广大专家、学者、技术人员踊跃投稿，来稿注明“泛在电力物联网”专栏。

1）	 融合泛在电力物联网的信息-物理-社会系统基础理论和方法；

2）	 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的能源（电力）市场交易机制与商业模式；

3）	 泛在电力物联网背景下的低碳综合能源系统规划及运行；

4）	 泛在电力物联网背景下的能源（电力）应急防御；

5）	 基于泛在物联网的交通电气化规划及运行；

6）	 泛在电力物联网与智能电网信息交互和融合安全；

7）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泛在电力物联网中的应用。

专题征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泛在电力物联网”专栏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