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能源转型正迈向纵深发展，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升，但仍存在能源供需时空不匹

配、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缺乏支撑新能源消纳的灵活性资源等问题。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

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这符合我国资源禀赋、

电力系统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托互联电网支撑新能源更大范围消纳，对于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以及我国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能源互联网是以电为核心，利用新能源发电技术、信息

技术，融合电力网络、天然气网络、供热/冷网络等多能源网以及电气交通网形成的异质能源互

联共享网络。将新能源与能源互联网融合发展，有助于解决新能源的消纳难题，支撑建设新能源

供给消纳体系，同时有助于改善能源的生产和供应模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推动能源革命和

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

《全球能源互联网》编辑部紧追学术前沿和研究热点，邀请我们作为特约主编，共同策划

“能源互联网主动支撑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专题，围绕建设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形势下能源互

联网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征集并发表相关专家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专题共收录论文10篇，主要涵盖能源互联网规划、储能技术及经济性、先进ICT技术和综

合能源系统调度规划等4个方面。在能源互联网规划方面，华北电力大学胡俊杰等通过选取包含

数据中心、常规负荷与光伏机组的配电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双层规划方法建立了考虑数据中心

运行灵活性和分布式光伏接入的配电网规划模型，利用了配电网内数据中心自身的灵活性，同时

降低了配电网系统与数据中心的规划成本与运行成本；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梁才浩等

分析了全球能源互联网与多能互补的内涵和内在关系，总结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的典型应

用场景，提出了基于全球清洁能源资源评估平台（GREAN）和生产模拟的多能互补协同开发综

合规划分析方法，并通过典型案例展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的分析结果和互补效益；国网

智能电网研究院的朱琳等研究了大型城市供电电网短路电流，从柔性直流内外环控制方式及交流

系统短路电流计算原理出发，分析得出柔性直流短路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对并网点的短路电流影响

均较大，其中幅值受外环电流限幅环节的影响易于控制，因此需着重对相位进行控制，并提出了

一种降低柔性直流输电换流站两端PCC点短路电流的控制策略；大连理工大学的申建建等构建了

适合跨省、跨区送电的水电站月度合同电量曲线分解模型，考虑了保量保价、保量竞价、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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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品种电价差异，以及电网调峰、市场和电站运行复杂约束，提出了多省多品种发电收益总和

最大的二次规划目标，并采用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方法实现了模型高效求解。

储能技术及经济性方面，清华大学的程林等从国内外储能政策的提出、电力市场的运营、碳

市场的交易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电池储能系统需求及市场机制，并分析了梯次利用电池储能系统

的适用场景与经济效益，以及目前电池储能系统经济性研究方法和商业模式，提出了电池储能系

统参与电力系统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改善建议；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的王开让等针对并联电池

组支路电流采集过程繁琐且状态估计复杂的情况，以电池的二阶等效电路为基础结合回路电流法

建立了并联电池组的仿真模型，并研究了并联电池组的支路不均衡电流现象，采用控制变量法通

过模型详细分析了内阻、容量、初始SOC等因素对支路电流点的影响。

先进ICT技术方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赵日晓等对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源、

网、荷、储等关键环节的预测、建模、分析、优化控制等核心应用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元学

习、无监督预训练、可解释性与人机混合增强等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和其在新型电力系统的

应用进行了分析展望；国网区块链技术实验室的石竹玉等梳理了国内外区块链技术及其在能源电

力领域应用的标准化现状，分析了区块链技术与碳交易、绿电交易、分布式交易等低碳化典型应

用场景的匹配性，按照GB/T 12366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梳理提炼出了典型应用场景中的标准化需

求以及标准化对象。

综合能源系统调度规划方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于馨玮等从不确定性问题入手阐述了

分布鲁棒优化理论在综合能源系统中的应用，总结了其典型的应用场景并与电力系统进行对比，

以基于矩信息和基于概率距离的分布鲁棒优化模型为例从模型、求解方法以及应用等方面分析了

各自的优缺点，并针对不确定性问题提出了待研究方向。上海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的崔一澜等以

科技型产业园区低碳转型为切入点，通过引入数据中台概念对园区多源异构大数据进行了汇聚和

存储，为前端业务提供可共享复用、可快速构建的数据应用服务，探索了智慧园区能效精细化管

理方式。

希望本专题可以为能源互联网主动支撑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的理论、方法、机制、政策等方

面提供借鉴和参考，推动能源互联网相关低碳转型技术的跨学科、系统性研究。最后，衷心感谢

各位作者、审稿专家对本专题的支持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希望在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加速推

进我国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

2023年3月9日，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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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重庆，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院长，清华

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能源与电气大类首席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IEEE Fellow，IET Fellow，CIGRE C1.39工作组召集人。主要研

究方向为电力系统规划、电力系统调度运行、可再生能源、低碳电力技术、负荷

预测。

钟海旺，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授，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交易与运筹研
究所所长，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研究方向为智能电网优化运行与电力
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