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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储能站的出现有效地推动了新能源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发展与变革，存在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与机遇，

但其特有的高分散度引起的统筹调配度低、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亟待解决。通过构建储能联盟，在提高

储能站互通互联程度的基础上，提高储能站在电网大规模调度过程中的参与度，引导实现储能站与电网

规模化联合调度，促进储能站并网速度。当前储能站分布广而散，缺乏统一的规范化管理与调度，资源

利用率低、易造成资源浪费等问题，对此提出了“储能联盟”共享储能方案，为储能站成员提供一站式

服务，利用储能站的监控信息使调度更规范化。聚合优化储能站资源，协调储能站与电网合作，提高区

域电网供电能力及供电稳定性，改善储能站经济性，促进新型储能商业化、全面市场化，以全新方式推

动储能技术发展和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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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has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renewable energy. While there are promising prospects and opportunities,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low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allocation efficiency, as well as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resulting

from  the  high  dispersion  require  urgent  resolution.  Establishing  an  energy  storage  alliance  aims  to  enhance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and  increas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large-scale  grid  dispatching.  This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enable coordinated scheduling between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and the power grid on a broader

scale, ultimately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into the grid. Currently,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are widely dispersed and lack unifie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nd scheduling, leading to issues such as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otential  resource  wastage.  To  address  this,  the  "Energy  Storage  Alliance"  proposes  a  shared  energy

storage solution,  providing a  one-stop service  for  member  stations  and utilizing monitoring information from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to  streamline  scheduling  processes.  The  aggreg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energy  storage  resources,

alongside  the  coordination  of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with  the  power  grid,  aim  to  enhance  the  supply  capac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al  power  grid.  This  effort  seek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energy  storage  stations,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full  market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and,  in  an

innovative manner,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nergy industr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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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双碳”战略的确定，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已成为“十四五”期间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关键环

节，而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的储能配套建设——储

能联盟，将构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储能联盟以合作、供应和协同发展理念，从区域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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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规模界定等角度对储能站进行指导服务，帮助

储能联盟内的成员及时了解和利用行业最新政策，

实时更新区域内储能资源变化和储能市场的发展情

况。新能源的较强波动性和随机性，给电网的实时

平衡带来了挑战，弃风弃光、电压越限等问题突出，

电网面临高比例新能源消纳难题，而储能联盟能够

有效促进新能源消纳并缓解高峰负荷用电的压力，

而利用储能参与配电网协同优化调度，可以提高对

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平抑负荷峰谷差。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对清洁能源

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储能技术成为能源革命重要的

核心技术。储能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重要支撑，现阶段有关储能产业的研究主要聚焦

在产业链联盟协同发展，储能数据监控和区域规模

化调度 3个方面。 

1.1　储能数据监控系统的研究

随着各种新能源的利用与需求的不断增加，储

能的需求也相应的进一步增加，从而引发的数据无

法实时监控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文献 [1]从可再生

能源的角度对储能进行开发创新，提出了一种“电

网规模虚拟储能”新方法。从多区域电力系统控制

的固有属性中收集自由储能，从而保证系统稳定性

受到损害时仍可达到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1]
。

国内从多方面分析储能数据的实时监控问题。文

献 [2]指出储能行业对于能源存储、能源利用效率

和周转的技术要求较高，通常需要依靠计算机技术

进行辅助进行实时数据监控
[2]
。文献 [3]指出目前储

能监控方面缺乏对储能电站关键设备信息的采集、

缺乏对储能电站全网运行情况的统一监视，无法掌

握储能电站总规模、年累计充放电量、装机容量及

运行状态等信息
[3]
。文献 [4]为了保证数据处理的实

时性和正确性，利用 BMS和 PCS设备采集的测量

值和状态值均采用变化触发和周期触发结合方式上

送监控系统后台
[4]
。文献 [5]指出基于多模块集成交

互技术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可有效地实现站内装

置集中化管理，建立监控系统与 BMS间的交互机

制
[5]
。文献 [6]指出储能产业领域缺乏规范的互联网

平台来拓展业务，以“政府、电网、用户、商家”

为服务对象，采集系统的大数据，贯通储能从“设

计、接口、建设、运维”环节，实现引导用户侧储

能合理布局
[6]
。文献 [7]指出可以将储能电站的储能

电站生产实时数据为基础，以远程信息采集为载体，

并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

智能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共享与分析
[7]
。多数储能

站监控系统忽略用户端的信息需求，未将储能站智

能运行与用户间的数据共享结合起来建立储能信息

监控系统。 

1.2　区域规模化调度的研究

目前不同地域板块之间的能源调度技术发展的

并不灵活，使得某些地区的富余资源得不到充分利

用，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文献 [8]指出了建立储能

系统市场一体化的能源交易平台的重要性，并将整

体框架划分为 3部分，以此来促进地方级（微电网

内）和社区或全球级储能系统参与微电网内和微电

网间能源交易市场
 [8]
。文献 [9]针对系统的不确定性，

提出一种基于分布鲁棒联合机会约束的电动汽车-配
电网充放电调度模型有效的平衡了电动汽车与新能

源对于电网系统电能传输的成本和可靠性
[9]
。较为

零散的储能市场严重影响行业的快速发展，文

献 [10]针对不同类型的储能方式，提出了调度算法

实现及实时监控与反馈等关键功能模块的设计方

案
[10]
；文献 [11]提出了一种针对多能源协同供应的

多储能系统协同运行优化方法，为区域内储能资源

的互联互通以及多能源协调供应提供了可靠的解决

办法
[11]
。对于多站融合的区域系统优化调度，文

献 [12]利用分时电价峰谷差的调整，将融合系统日

前运行方法进行调整优化，建立了“变电站-新能源

站-5G基站-数据中心站-电动汽车充电站-储能站”

六站合一的多站融合系统框架，促进实现能源规模

化调度
[12]
；文献 [13]则提出基于源荷预测的含多能

储能区域电热系统的灵活优化调度方法，考虑光伏

不确定性的影响建立含多能储能的区域电热系统优

化调度模型，通过多能储能优化调度实现电热系统

灵活运行
[13]
。各地区能源调度仅局限于部分规模较

大储能站，当数据监控量过大时，无法精准的分析

的问题，因此需促进实现能源规模化调度，增大电

网与储能站之间的互通互联。 

1.3　储能共享容量的研究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的快速构建，储能容量共享

成为解决储能自配模式的关键发展因素。储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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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在经济方面有助于减少储能用户的运营成本，

提高储能产业间的互联互通保证上游企业稳定发展，

带动中下游企业共同进步。在共享储能容量配置方

面，文献 [14]针对分散式多用户群耦合系统，以区

域共享储能日运行收益最高和日运行成本最低为目

标，建立双层规划区域共享容量模型
[14]
；文献 [15]

考虑时延效应和地形地貌等因素，建立共享储能联

合参与一次调频的储能容量规划模型，得出兼顾风

电和储能共享可提升系统调频性和经济性
[15]
；文

献 [16]以减少成本及提高消纳能力为目标，提出共

享储能系统双层博弈模型，采用鲸鱼算法与 CPLEX
商业求解器结合的形式对共享储能容量配置、充放

电行为等进行求解
[16]
；文献 [17]重视等各侧储能的

相互支援能力与共享空间，提出新能源-电网-用户

侧储能的容量共享机制，建立计及容量共享的三侧

储能配置方案优化求解方法
[17]
；文献 [18]基于传统

云储能，提出计及需求的云储能共享容量分配模型，

上层以云储能运营商盈利最大为目标
[18]
；下层以用

户日运行成本最低为目标。在共享储能模式方面，

文献 [19]从价值定位、成本模型、及盈利模式 3个
维度总结了共享储能的商业模式，通过能量共享促

进系统削峰填谷和有功频率实时平衡
[19]
；文献 [20]

基于新能源互补的共享储能商业运营模式，建立基

于全寿命周期的储能容量优化配置模型，提出基于

共享理念的储能合作社商业模式
[20]
；文献 [21]针对

现阶段电源侧储能成本疏导的难点，提出由新能源

场站和储能运营商组成的“合作联盟”方案，量化

分析共享储能相对于自建储能在投资效益、资源利

用有效性方面的差异
[21]
。虽然储能共享容量已在共

享模式和配置方式方面形成基本策略，但尚未出现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成立的储能联盟中心为储能共享

容量提供合作渠道和服务保障，并且关于同区域储

能站间的共享容量方面研究内容较少，研究深度较

浅，未有成熟合作机制。

综上，储能技术作为当代能源领域的关键创新

之一，正以其灵活性和可持续性推动能源系统的转

型和升级。储能产业链联盟下的容量共享可以持续

推进储能站间的共同发展，在区域调度和数据采集

的协作下打造调度、数据分析共同体。储能站联盟

容量共享可以实现分区域合作，区别传统的独立经

营模式，使区域内中小储能站汇入电网成为可能。 

2　储能联盟系统

储能产业在区域调度、数据共享及产业链协调

发展方面的探索空间为储能系统进行开发设计提供

新思路。利用区块链与云服务增强储能数据的完整

性，利用云计算、云存储等服务为储能用户提供市

场信息，助力储能系统发展。同时，区块链内部结

构为系统数据维护和验证信息真实性提供巩固基础。

搭建物联网技术的“按需求连接万物”思想，配备

5G技术后台支持，最终将储能系统提供的辅助服务

以 App的形式展现给用户。以上述内容为基础，集

数据分析共享、区域储能互助及优化储能产业链为

发展理念，构建储能系统并推出储能联盟核心功能，

实现从储能数据到储能行业的协同交互。 

2.1　储能联盟系统运行架构

通过前端通用型接口使储能站及各用户顺利接

入，利用 App的形式将储能联盟服务呈现给用户，

为用户提供服务，储能联盟的直接收益主体为各区

域内的储能站。使储能联盟内的成员实现与分布式

储能装置和上级监控中心的通信，实现不同区域储

能站的数据管理以及在线监控。提供标准的图形用

户界面编辑和生成工具及调用接口，数据库由自行

开发的实时数据库和大型商用关系数据库两部分组

成，采用全分布式的功能设计和网络结构。

在调度、联盟、实时监控过程中利用 5G、互联

网+、Web Service等技术完成储能联盟的建立和服

务操作，云平台为用户提供手机及 PC端界面。在

储能站侧安装数据采集板和接口集成模块，在储能

联盟中心处需要机柜和数据管理单元，各设备要具

备抗电磁干扰能力和基本的管理能力。数据采集板

需要对各储能站运行的状态数据进行采集，由接口

集成模块传递给数据管理单元，由机柜作为基础支

撑部分完成数据的监控和分析任务。最终以 App的
形式呈现给储能联盟内的成员，App与后端平台联

动完成协调调度，便捷用户远程控制即时查询储能

站运营及各项服务情况。具备 3大模块，分别为数

据通、联盟通和协调通，主要功能有产品业务对比、

产品健康度 查询、业务建议分析、产品业务预测、

储能联盟介绍、储能行业资讯、储能联盟服务、申

请加入储能联盟、储能站区域查询、区域能源调度

和区域储能协调，利用区块链与云服务结合、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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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与 5G技术合作的方式保障后台运行。 

2.2　储能联盟系统运行架构 

2.2.1　数据监控功能

储能站的数据量较大，具有快速控制的优势，

对储能站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控，解决了储能站对自

身数据无法全面、精准、完整的进行分析的问题。

基于多模块集成交互技术的储能站数据监控监控，

可以有效管理储能站内数据监控装置，有助于实时

监控检查故障，为储能站维护和资源供给提供更加

精确和完善的信息。为了解决储能安全的问题，当

平台监控到储能站数据出现异常时，会主动向储能

站用户发出报警信息，提示储能站业务数据出现异

常的具体部位。储能站用户也可以选择查看储能站

异常数据，并根据平台给出的储能站现阶段的健康

状态诊断，对储能站进行维修和检修。储能联盟数

据采集监控见图 1。
数据采集监控功能对储能站工作进行监控与数

据采集，并将监控结果反馈给联盟系统终端以实现

对站点的有效实时控制，针对电力系统的实时状态，

联盟系统终端对站点信息分析处理，并判断站点参

与一次调频时需要进行功率的释放还是吸收。这可

对储能协调调度进行指导，为储能、放能的协调提

供优质建议，从而使储能站达到平衡状态。 

2.2.2　区域协调调度功能

此功能面向储能站对于能源调度的选择，保证

分配最优负荷、优化不同区域储能站的能源消纳情

况，减少区域内能源冗余浪费情况，精确分布资源

为解决电力市场中出现的紧急情况奠定基础。用户

在查询储能站的分布情况基础下，统计已知储能站

的类型和不同区域的能源价格。系统根据储能站的

运行数据对能源需求的峰值与谷值进行预测，对不

同区域储能站的运行情况进行在线监控，平衡调整。

根据系统对不同储能站峰谷时段、储能容量、运行

画像描述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平衡风险参数后计

算出最佳调度方案。保证储能联盟内的用户在面对

突发情况时可以有足够能源进行安全调度，维护储

能站内的日常运行工作。 

2.2.3　储能联盟功能

储能联盟共享容量充分利用不同区域新能源场

站发电的时空互补性，降低各储能站的容量配置。

减少第三方储能站投资建设费用，利用同区域储能

站间的地理联合优势。对现有储能站以自愿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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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联盟站数据采集监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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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联合，获取储能站数据，聚合储能站优势资源，

形成储能联盟，减少电网调度资源时储能站的被动

性。同时，提高储能站资源利用率，通过储能容量

共享将上游大容量供应站资源输送到中下游小容量

供应站，在平抑波动的基础下满足储能站一次调频、

自动发电控制和黑启动等辅助服务的要求。联合区

域内的联盟储能站成员进行能源共享，考虑因各区

域特点带来的能源波动特性，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

储能联盟的参与者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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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
光伏电站

提
供
补
贴

两个实施细则
市场运营规则
增加辅助服务品种

发展规划
10%~20%储能
配比要求

能监局

能源局

发改委

形成共享储能合作联盟

图2　共享模式下的合作联盟关系
  

2.3　储能联盟机制下的辅助服务

各种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电网稳定性的

影响也来越显著，这致使企业或个人参与自主响应

来保证电网的正常工作越来越迫切。现阶段中国辅

助服务市场提供的辅助服务种类有：一次调频、自

动发点控制、黑启动、数据采集等。一次调频服务

保证各储能站正常运行，利用自动发点控制来合理

规划储能联盟成员的生产情况，当出现故障时黑启

动服务可以及时发挥作用使储能站快速恢复正常。 

2.3.1　储能服务配备一次调频服务

储能联盟需要参与电力市场，根据市场中的电

能调配指令以及报价规则，为储能站提供调峰服务。

电力系统根据“按需调用、公平调度”的原则，而

终端设备具有异构性，且缺乏可信管理，利用 web3
身份认证机制，去中心化的存储技术保证了设备信

息的可靠性和私密性。电力系统中终端设备采集的

数据量庞大，首先被采集的数据上传至边缘服务器

进行初步处理，之后将少量有用数据回传到云服务

器，实现了数据传输的优化处理。在电网频率偏差

偏离目标频率时，通过协调调速系统、功率控制系

统，快速调整有功出力，减少电网频率偏差。利用

区块链和云服务技术设计的能源管理服务架构见

图 3。
 
 

云平台

易构能源系统M

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

常规能源发电

储能站发电

服务管理

客户端接口

信息池

图3　基于云计算的能源管理服务架构
 

区域内各储能系统间进行互联互通需要保持稳

定安全的调度调频，一次调频功能是维护电网稳定

的重要手段。当储能负荷突然增加时，一次调频功

能会自动增加传统电源功频出力，以阻止频率进一

步下降，储能站将稳定运行，对应的频率偏差从零

下降至为负值。利用储能系统的变换器并联负载，

以实现下垂特性实现参与一次调频，储能联盟通过

对储能站设备的功能调节保持稳定连接。当储能站

中的电源或负荷发生变化时，储能站发电频率必然

会出现波动。当供电大于需求时，频率增大，此时

储能联盟成员可以形成共同体利用储能站的终端设

备与电网合作从中吸收功率;当供电小于需求时，频

率降低，可以将储能站的冗余资源向电网侧运输实

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储能联盟提供辅助服务机制见

图 4。 

2.3.2　储能联盟配备自动发电控制服务

自动发电控制（AGC）平衡了功率和频率之间

存在已久的矛盾，储能联盟将各个储能站点联合起

来，以站点的实际可用容量为依据，再者物联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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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在我国发展迅猛，也为电力行业的互联互通

提供了动力，其中监控储能系统的信息采集和数据

监控更是解决了电力系统中能源数据冗余繁杂的难

题。通过二者的结合为电力系统的能源调度提供实

时的数据采集服务，保证了调度工作的合理性与有

效性，能够在短时间内合理的规划各种数据信息，

对自动发电控制（AGC）的分配进行合理规划。使

得站点之间可以有目标的、有计划的进行生产，无

需因产能过剩或过少而造成资源浪费，在降低前期

投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成本、减少不必要

的浪费。储能系统在充放电过程中角色扮演相对灵

活，面对电力系统的需求响应较快，因此储能联盟

将电容器与蓄电池结合成一个储能设备以实现实时

的自动发电控制。采用物联网和 5G技术设计的基

站见图 5。
 
 

基站机房

交流设备 直流设备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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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EMS

传输设备

储能电池

光纤网络

分布式
电源

配电网

交流电 直流电 信息流

图5　5G 基站示意图
 

自动发电控制不仅在原有系统内可以解决频率

调节和负荷分配问题，还可与相邻电力系统进行电

能的交换与转移。由此，利用 AGC搭建储能联盟

系统的辅助服务与以区域储能站为出发点进行调度

采集信息的思想相匹配，在实现储能站正向调频的

同时解决区域合作问题。 

2.3.3　储能联盟配备黑启动服务

储能系统在储能联盟的调配下具有充放电灵活

的特性，当电力系统因故障停运后，重新启动需要

的电能可由储能设备来提供，由此可见黑启动与储

能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关系。储能联盟现阶段

和未来参与辅助服务机制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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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储能联盟参与辅助服务机制
 

储能联盟为减少电力系统大停电造成的损失，

提出一种多能源微网作为黑启动电源的电力系统黑

启动两阶段优化方法。首先，对多能源微网中的负

荷侧综合需求响应以及电、热、气实体储能装置的

运行特性建模，并将它们建模为广义储能。接着，

提出多能源微网作为黑启动电源的电力系统黑启动

两阶段优化模型，其中第一阶段为非黑启动电源恢

复路径优化子模型，第二阶段为电力系统和多能源

微网的黑启动策略协同优化子模型。 

3　新情景下储能联盟系统的发展展望
 

3.1　储能数据监控系统

储能数据监控系统通过对电网进行实时的数据

监控，通过发现异常数据来及时发问题，及时处理。

根据不同的问题制定对用户补偿的计划。当电网电

压跌落时，及时提供补偿电压。当电网电压中断时，

提供短时电力供应，保证电网正常运行。电网恢复

正常后对系统下达指令转为电网供电，对可再生能

源储能站首先明确其需要替补的资源容量以此来提

高各区域储能站对新能源的接纳能力。储能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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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储能技术应用场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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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储能规划指令后，通过内部系统下达指令进行

资源分配。储能站正常运行时，监控系统接受终端

管理系统下发的能源调度指令并进行分配，提高储

能站电能质量。孤岛效应发生时，由数据监控系统

确定其主电源模式和电流源模式运行的储能分配

路径。

在新情景下需将储能联盟系统进一步升级优化，

提高在负荷调节、系统状态监控、能量管理等方面

的响应速度和精度，提升控制系统的随动能力，进

而加强其对各种工况的动态适应性。另外，推动储

能技术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如人工智能、超短时功

率预测等，加快储能技术智能化发展。深入研究在

新型电力系统中储能联盟系统与长时储能系统之间、

各种长时储能系统之间的新型耦合策略，加快混合

储能系统以及容量配置的研究。在储能空间、时间

方面趋利避害，优势互补，提高储能项目利用率，

以期更佳的经济效益。 

3.2　联合调度实现平衡

在进行电力能源调度时，考虑电力系统频率安

全约束的同时，也要保证监控采集到的数据的有效

性，负荷方用电的不确定性使会导致电力传输速度

变慢，电力信息滞后，这就要求电力调度需要实时

发生。储能联盟将各个储能站联合，实现站点之间

的信息共享，储能站利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实现对

储能用电自动化控制，其中的“共享”服务，是对

容量的“共享”，实现不同地区储能资源的联合调

度。储能站的联合，站点间信息共享，提升了储能

站的动态响应性能。储能联盟将日前调度进行了二

次优化，降低了区域电网的运行成本，实现最优负

荷分配，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推进储能能力建设是电力系统调节的重要手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指出，要提升源网荷储协同互

动能力。目前我国多地出现了弃风、弃光、弃水等

现象，区域用电用热矛盾突出。针对清洁能源富足

的地区，储能联盟将合理规划并建设配套的储能系

统；在用户侧，合理配置用户侧储能，鼓励用户提

供需求响应，以提高储能联盟系统调度的灵活性。 

3.3　储能联盟共享容量

在储能联盟系统中各储能站间的共享地位平等，

划分区域进行更精准更经济的资源共享。储能联盟

内的合作网站可共同商讨共享经济策略，在储能联

盟内进行公开定价为联盟成员带来利益最大化。用

户进行联盟合作后需要考虑长时储能中的调配问题，

联盟成员集体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人工智能的

飞速发展为储能领域利用数字模型进行能源结构变

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储能联盟系统中如何融合 AI
技术构建数据模型对能源供需变化进行预测仍需进

一步进行研究。

储能联盟中的容量共享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可

以有效的解决储能站的资源浪费和消纳问题，但用

户侧储能站需在满足自身能源供应的情况下将剩余

容量参与储能联盟共享机制。同时还需考虑用户侧

与用户侧、用户侧与电网侧在共享容量时并网点的

波动情况，单侧并网点的用电波动可能会带来储能

容量共享双方用户平抑波动的困扰。储能联盟共享

容量可以在减少资源冗余配置的基础上增加储能站

收益及合作效率，但是不同类型的储能站共享并网

应配置不同的共享机制。此外，联盟内部的电力损

耗，共享后供电不稳定性因素尚未考虑。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储能联盟协调区域储能站，进而提

高其调峰能力，并大幅减小了储能系统运行成本与

系统网络损耗，在保障区域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改善储能站并网问题提供新思

路，提高储能站参与电网大规模调度的可行性，增

大储能站经济性。即时分析反馈实时数据，为储能

站安全提供保障，也为电网削峰填谷、保障发电稳

定提供了更多可能。储能联盟的建立在有效平衡区

域电网能源供应的基础上，实现按需调配供能，优

化能源利用方式。

在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区域资源整合特性、储

能站运行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基础上，创新的提出了

储能联盟概念。构建全新的管理体系，为储能站管

理调配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可有效的改善当前储能

站分布零散、资源难以整合利用的问题，增大新能

源消纳能力，加强储能站间的互通互联，促使储能

站管理规范统一化，促进储能站应用场景进一步扩

大，使储能站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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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国家电网大同—怀来—天津南 1 000 kV 特高压

交流工程开工 
2025年 3月 18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召开

大同—怀来—天津南 1000 kV特高压交流工程开

工动员大会。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桂平，

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

智刚在天津会场出席会议。山西省副省长汤志平，

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庞骁刚，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杨鹏在山

西会场出席会议。河北省副省长董兆伟在河北会

场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潘敬东主

持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季明彬在河北

会场出席会议。

刘桂平表示，大同—怀来—天津南 1000 kV
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是央地携手服务能源安全

新战略、共绘高质量发展蓝图的务实行动。希望

在国家电网的支持下，与山西省、河北省深化务

实合作，共同服务能源安全新战略，共同打造能

源产业发展新动力，共同构建跨区域能源合作新

机制，努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董兆伟表示，大同—怀来—天津南 1000 kV
特高压交流工程是我国又一条“西电东送”能源

大动脉。工程建成投运后，不仅有利于加快晋冀

两省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更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华

北地区能源资源配置，提高京津地区电力供应能力。

汤志平表示，大同—怀来—天津南 1000 kV
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

重点项目，是省市合作、央地共建的标杆工程。

山西以加快建设特高压工程为引擎，激发能源革

命新动能；以加快建设特高压工程为桥梁，搭建

融入京津冀新通道；以加快建设特高压工程为载

体，拓展央地合作新空间。

张智刚表示，该工程将架起“西电东送”新

通道，助力电力保供和区域协调发展；服务开发

利用新能源，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创新集成

应用新技术，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投

资拉动新动能，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民生改善。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

信息来源：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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