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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推进能源技术革命，中国工程院于 2015 年启动了“我国能源技术革命体系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本文从核能、

风能、太阳能、储能、油气、煤炭、水能、生物质能、智能电网与能源网融合九大能源技术领域开展咨询调查研究，系统分

析了各领域的能源技术现状，明确提出了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终端能源以电能为主，多能多网融合互补的技术体系，

制定了前瞻性技术（2020）、创新性技术（2030）和颠覆性技术（2050）三阶段发展的能源技术路线，最后提出推动能源技

术革命的战略建议，为我国研究制订能源相关规划和政策提供了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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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energy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launched a major consultation 
project in 2015, Strategic Research on China Energy Technology Revolution System. This paper state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investigation in nine key energy areas, including nuclear energy, wind energy, solar energy, energy storage, oil and 
gas, coal, water energy, biomass energy,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mart grid and the energy network. Based on the system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of energy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nergy technology system in which renewable energies are the 
main part, electric energy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end-use energy, and multiple energies and grids integrate and complement with each 
other, develops an energy technology route including three stages for development of forward-looking technologies (2020),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2030)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2050),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proposal to promote energy technology 
revolution, 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support for making plans and policies about energy in China.
Keywords: energy technology revolution; energy technology system; energy technology route; strategic research; strategy proposal

一、前言

世界能源供给和消费发生深刻变化，减缓全球

气候变化需逐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绿色

低碳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得到快速发展，“节

能减排、绿色低碳”成为能源供给消费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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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和国际能源发展新趋 
势 [1]，中国需通过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供给

向多元化发展，能源利用趋向综合高效，能源消费

体系更加科学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能源消费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深刻影响

着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经济结构转型、气候治理等

都迫切需要能源供给体系转型，加强自主创新，积

极研发应用新技术，促进能源转型和高效利用，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于能源产

业具有投资大、关联多、周期长、惯性强的特点，

必须明确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向，建立起

立足于本国资源和需求特点，与世界能源高科技相

衔接的能源技术体系。

二、能源技术现状分析

经过调研分析发现，我国在核能、风能、太阳

能、储能、油气资源、煤炭、水能、生物质能、节能、

智能电网与能源网的融合等能源领域上的技术水平

已大幅提升，部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部分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在新一代核电技术、发电装备制造

与煤炭高效清洁燃烧、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含大规

模新能源接入的特大电网调度运行与安全控制等方

面实现了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但部分核心技术和

装备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原创高端技术自我供

应能力明显不足，亟需进一步开展研发攻关。

（一）自主三代核电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四

代核电技术全面开展研究工作，研究力量比

较分散

我国核电与国际最高安全标准接轨，并持续改

进，机组安全水平和运行业绩良好，安全风险处于

受控状态。自主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落地国内示范

工程，并成功走向国际，已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四代核电技术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快堆示范工程即

将开工，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开始建造。在一些重

要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不小差距，铀资源勘查

程度低，燃料组件制造产能不足。乏燃料干式储存、

后处理和废物处置落后世界亟需赶上。延寿和退役

工作正在起步，技术储备不足。核能领域有几项技

术可能对未来能源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比如海水提

铀、快堆、钍铀循环、聚变能源、聚变裂变混合能

源 [2,3]，每一项技术又存在不同的技术路线，造成

国内研究力量分散，各自为战。

（二）风电设备产业链形成，风电场设计和智能运

维技术与国外差距较大

我国风电机组整机制造技术基本与国际同步，

风电设备产业链已经形成，兆瓦级以上风电机组配

套的叶片、齿轮箱、发电机、电控系统等已经实现

国产化和产业化。陆上风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设计、

施工、建设、运维和检测经验，已建立了完善的集

中式风电调度运行体系和技术支持系统。以大数据

和互联网为基础对风电场设计、运行及维护进行改

进及优化已经成为风力发电降低成本、提高发电量

和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国外在此领域已经具备成熟

的解决方案，国内在风电大数据标准、分析及基于

大数据的风电场优化方面差距较大 [4,5]。未来，基

于大数据开发出适用于不同类型风电场的设计及运

维技术，将为我国大型风电基地以及分散式风电系

统的优化布局和可靠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三）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技术成熟，而太阳能光

化学利用技术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我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发展迅猛，已形成

包括多晶硅原材料、硅锭 / 硅片、太阳电池 / 组件和

光伏系统应用、专用设备制造等比较完善的光伏产

业链。我国商业化单晶硅电池效率达到 20% 以上，

多晶硅电池效率超过了 18%，在高效率低成本晶体

硅太阳电池的生产方面具有优势。硅基薄膜电池在

新材料、关键设备和工艺水平等方面，与国外还有

很大差距 [6,7]。应加强新型可穿戴的柔性轻便太阳

电池技术突破，进行示范应用。人工光合成太阳能

燃料方面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争取早日在关

键基础科学问题上取得原创性突破。深入理解光 –
化学转化过程的微观机制和催化反应的热力学和动

力学本质规律，发展相关的材料、理论、方法、策略。

（四）电化学储能是目前最常用和成熟的化学储能

技术，需持续开展氢储能研究

我国在若干类型的物理和化学储能技术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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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足进步，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走在世界前列。

目前我国锂离子电池大部分材料实现了国产化，由

追赶期开始向同步发展期过渡，本土总产能居世界

第一。在液流电池材料、部件、系统集成及工程应

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铅炭电池的作用机

理研究、高性能炭材料开发、电池设计和制造技术

等取得较大进步 [8]。在钠硫电池和锂硫电池领域

已经进入实用化的初级阶段。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

料、电解质和模块化应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其他新兴的储能技术仍需进一步提高电池的功率密

度、环境适应性、安全性能、循环寿命等，降低制

造成本 [9]。加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水电解技术的

研究，实现氢储能的规模化应用。

（五）常规勘探技术成熟，非常规油气探测技术以

及智能传感技术仍存在不足

我国能源需求、能源结构及能源行业发展现状，

决定了在 2035 年前需采用稳油兴气的发展战略，

面临着较多的勘探开发技术难题或关键技术需求。

物探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全球陆上地震技术市

场份额占比已达到 46% 并拥有定价权，但与国外

相比在装备制造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常规

陆上地震勘探技术成熟，特色的复杂山地地震勘探

技术先进，海洋、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

勘探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深海技术和深水钻井装

备和配套技术研发处于产业化快速发展的初期，已

经具备水深超过 1 650 m 的深水钻完井工程方案设

计、深海冷海钻井装置与技术选择与优化设计研究

能力 [10,11]。虽然在若干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甚至重

要突破，但是仍存在诸多不足。对于基于微机电系

统（MEMS）的全方位高分辨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

技术，目前尚不具备实验测试等基础研发条件 [12]。
钻完井技术在这轮以智能化为主的技术发展潮流

中，受制于国家在高端微纳传感器技术和智能材料

技术领域的短板，技术发展已进入创新瓶颈期并且

导致难动用储量占比持续增大。

（六）煤炭燃烧利用是煤炭利用的主要方式，煤炭

清洁燃烧的技术创新始终是能源发展的重要

任务

从清洁煤炭燃烧利用所涉及的超超临界技术、

燃煤工业锅炉、民用散煤、煤电深度节水技术、碳

捕获和封存 / 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煤电废物

控制技术等六类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国内外对比看，

我国在超超临界、煤电深度节水、煤电废物控制、

碳捕获和封存等一些技术领域已处于世界先进甚至

领先的水平。然而，即便在上述优势领域，也仍有

部分技术和关键设备需要进一步研发或改进。燃煤

工业锅炉装备总体水平差，运行效率低，比国际先

进水平低 20%，缺乏有效的控制民用散煤污染物排

放的技术措施。在二氧化碳的运输管道建设、化学

链燃烧等前沿技术的基础研究领域，与美国等发达

国家相比还较为落后。

（七）	水力发电领域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是实现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水能资源总量、投产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

均居世界首位。已在 7×105 kW 级机组研制、300 m 
级别高坝设计、超大型地下厂房设计、复杂输水系

统过渡过程分析、巨型输水系统结构设计等大型水

电关键技术和相关科学问题上取得突破。在水能开

发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巨型水轮机

及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超高水

头、引水式电站开发技术仍需攻关，亟需开展超高

水头超大容量冲击式机组、大容量高水头贯流式机

组稳定性方面的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研究。在抽水

蓄能电站方面，仍需研究变速抽水蓄能技术、海水

抽水蓄能电站关键技术、抽水蓄能与其他能源协调

控制技术等。对于小水电，在低水头、大流量小水

电设备的制造、微小水电的稳定、长期运行技术以

及机组自动控制技术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

有相当大的差距 [13]。

（八）生物质能开发潜力大，需加强生物质能源技

术研发和产业体系建设

我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存在利用效率低、产业

规模小、生产成本高、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不完备、

研发能力弱、技术创新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我国的

生物发电总装机容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生物质

直燃发电技术在锅炉系统、配套辅助设备工艺等方

面与欧洲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生物质发电在原

料预处理及高效转化与成套装备研制等核心技术方

面仍存在瓶颈 [14]。生物柴油技术已进入工业应用

阶段，但在生物质液体燃料的转化反应机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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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命催化剂、酶转化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薄弱。固

体成型燃料的黏接机制和络合成型机理尚不清楚。

能源植物资源品种培育研究与收集工作刚起步，而

且不同单位收集的资源侧重点不同，相对分散，主

要关注传统育种。分子遗传育种才刚起步，且对培

育出来的优良品种的利用与推广较少。

（九）我国正积极推动智能电网与能源网融合，融

合趋势将向智能化、透明化、智慧化的三个

层次递进发展

我国在特高压输电、柔性直流输电、大容量储

能、大电网调度、主动配电网、微电网、能源转化

设备等电网智能化技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

当前电网与能源网长期保持着独立运行、条块分割

的局面，跨系统间的行业壁垒严重，市场交易机制

缺失，屏蔽了多样化能源的互补属性，极大地制约

了不同种类能源间互联互通、相互转换、自主交易

所带来的能效提升和优化运行的优点。目前，我国

电力与能源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有力地推动智能电

网与能源网的融合进程，开展了一批能源互联网、

多能互补和增量配电网示范项目的建设。随着我国

一次能源占比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智能材料与通

信技术的发展，智能电网与能源网的融合将向智能

化、透明化、智慧化的三个层次递进发展，智能电

网与能源融合模式也将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以

智能电网广域互联为载体，实现可再生能源集中式

消纳与跨区域能源资源配置 [15,16]。以区域与用户

级综合能源系统为载体，实现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

与终端能效提升。以智能装备与泛在能源网络为载

体，构建零边际成本能源网络，实现能源生产和消

费的新业态、新模式。

三、能源技术体系

如图 1 所示，构建了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终

端能源以电能为主，多能多网融合互补的技术体系，

从纵向分为煤炭、油气、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储能、智能电网与能源网融合九个领域。

从横向划分为创新性技术、前瞻性技术以及颠覆性

技术三个层次。

煤炭领域需专注于煤炭高效燃烧技术、煤电废

物控制技术；终端散煤利用技术、二氧化碳捕集、

传输和利用技术；磁流体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油气领域需专注于全波地震勘探技术、精确导

向智能钻井技术；智能完井采油技术；仿生钻采系

统技术。

核能

煤炭 •终端散煤利用技术

CO
2
捕集、传输和利用技术

•煤炭高效燃烧技术

•煤电废物控制技术

•磁流体联合循环发电
技术

油气 •智能完井采油技术•全波地震勘探技术

•精确导向智能钻井
•仿生钻采系统

•压水堆闭式燃料循环

•快堆及第四代反应堆

•三代压水堆型谱化

•模块化小型压水堆

•快堆闭式燃料循环

•核聚变

水能 •环境友好型水能利用技术

•大坝全生命周期维护技术
•高水头大流量水电技术

•复杂条件下的筑坝技术

•水电站智能设计

•水电站智能制造

•风机智能化运维

•故障智能预警及技术•风电机组智能化制造
•大功率无线输电的高
空风力发电技术

智能电网
与能源网

融合
•高效能源转换技术

•透明电网/能源网技术

远距离输电能力提高技
术

•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技术

•大电网自动化提高技术

•基于功能性材料的智
能装备

•基于生物结构拓扑的
智能装备

•泛在网络与AR技术

创新性技术 前瞻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

•薄膜电池技术

•太阳能制氢技术

•晶硅电池升级

•太阳能光热发电

•可穿戴柔性轻便太阳
电池技术

•液流型钠硫电池
•高能量比锂电池

•高循环次数铅碳电池

•锂硫电池

•SOEC水电解氢储能

•能源植物选种、育种、种植•生物质功能材料制备
•多种城乡废物协同处
置与多联产系统

能源领域

风能

太阳能

生物质能

储能

风光储互补

风光水火能
源梯次利用

多源制热
制冷

燃料转化
系统

风光储互补多源制氢

能源互联网
•

•

图 1		中国能源技术体系



005

中国工程科学 2018 年 第 20 卷 第 3 期

核能领域需专注于先进深部铀资源开发技术；

压水堆优化和规模化推广利用技术；快堆及四代堆

开发利用技术；核燃料循环前端和后端技术匹配

发展；模块化小堆多功能应用；可控核聚变技术

研发。

水能领域需专注于高水头大流量水电技术、水

电站筑坝技术；环境友好型水能利用技术、大坝维

护技术；水电站智能设计、智能制造、智能发电和

智能流域综合技术。

风能领域需专注于风能资源评估以及监测、大

功率风电机组整机设计；风机运维与故障诊断；大

功率无线输电的高空风力发电技术。

太阳能领域需专注于晶硅电池升级、太阳能光

热发电；薄膜电池技术、太阳能制氢技术；可穿戴

柔性轻便太阳电池技术。

生物质能领域需专注于城乡废物协同处置与多

联产；生物质功能材料制备；能源植物选种育种以

及种植。

储能领域需专注于高能量比和安全性的锂电

池技术、高循环次数的铅碳电池技术；液流型钠

硫电池技术；锂硫电池技术、固体氧化物电解池

（SOEC）水电解氢储能。

智能电网与能源网融合领域需专注于提升远距

离输电能力技术、提升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技术、提

升大电网自动化技术；高效能源转换技术、透明电

网 / 能源网技术；基于功能性材料的智能装备、基

于生物结构拓扑的智能装备、泛在网络与虚拟现实

（AR）技术。

各能源领域技术深度融合，燃料转化系统可实

现煤转气，煤转油、生物质制柴油、生物质制天然

气，补充油气资源。煤炭、天然气、风光构成多源

联合制热制冷系统和制氢系统，在风力和光伏充裕

时，将电能转化为其他形式能源，同时通过煤制氢，

实现脱碳化和清洁化。将风能、水能、光伏、火力

发电以及储能结合，实现能源梯次利用。

四、能源技术革命发展路线

如图 2 所示，我国能源技术革命从技术层面和

体系层面，在 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三个阶段

实现递进性建设。

到 2020 年，能源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一

批创新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突破煤炭高效清洁利

用技术，初步形成煤基能源与化工的工业体系；突

破非常规油气的深度勘探开采技术，建立油气行业

微纳测井和智能材料基础研发体系 [17]。利用水力

资源和远距离超高压交直流输电网的同时，突破太

阳能热发电和光伏发电技术、风力发电技术初步形

成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能源的技术体系和能源制造

体系；自主三代核电形成型谱化产品，带动核电产

业链发展；模块化小型压水堆示范工程开始建设；

逐步提高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新型能源的比重，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助力未来能源发展方向转型，

根本扭转能源消费粗放增长方式。能源自给能力保

持在 80% 以上，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能源安全保

障体系；能源技术装备、关键部件及材料对外依存

度显著降低，我国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进入能源技术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

能源技术创新体系 [18]。
到 2030 年，建成与国情相适应的完善的能源

技术
层面

体系
层面

时间

技
术
创
新
度

引领阶段升级阶段转型阶段

创新性技术 前瞻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

基本建成 逐步完善 成熟完整

能源技术实现跨越式
发展

进入能源技术创新型国
家行列，形成中国特色
能源技术创新体系

支撑能源结构转型升
级，跻身世界能源技
术强国前列

2020年 2030年 2050年

图 2		中国能源技术革命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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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体系，能源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能源

技术水平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物质液体燃

料技术形成规模化商业应用，突破电力新材料新装

备技术以及安全信息技术，实现大容量低损失的电

力传输和终端高效利用，初步形成以光伏技术、风

能技术为主的分布式微网的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实

现智能电网与能源网的融合；以耐事故燃料为代表

的核安全技术研究取得突破、全面实现消除大规模

放射性释放，提升核电竞争力；实现压水堆闭式燃

料循环，核电产业链协调发展；钠冷快堆等部分

四代反应堆成熟，突破核燃料增殖与高水平放射

性废物嬗变关键技术；积极探索模块化小堆（含

小型压水堆、高温气冷堆、铅冷快堆）多用途利用；

实现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新型能源的大规模使用。

能源自给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更好利用国际能

源资源；发展前瞻性技术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发生

质变，支撑我国能源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

发展，初步构建现代能源体系，跻身世界能源技

术强国前列 [20]。
到 2050 年，通过颠覆性技术打破传统能源技

术的思维和路线，实现能源革命跨越式发展，突破

天然气水合物开发与利用技术，油替代技术，氢能

利用技术，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实现快堆闭式燃料

循环，压水堆与快堆匹配发展，力争建成核聚变示

范工程，建立节能技术体系，基本形成化石能源、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核能并重的低碳型多元能源

结构 [21]。成熟完整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成为世

界能源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引领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能效水平、能源科技、能源装备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重要参与

者；建成现代能源体系，保障实现现代化。

五、推动能源技术革命的重大举措

（一）坚持“在保护中开发 , 在开发中保护”的水

电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中小水电

大力发展水电，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水电

开发的关系，开发应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积极、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以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

维护河流健康作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

围绕低水头、大流量中小水电设备的制造、微小水

电的稳定与长期运行技术以及机组自动控制技术、

生态友好型小水电设计准则、鱼类友好型水轮机设

计、“互联网 + 小水电 / 智能云电站”技术和生态

友好的大坝建设的生态准则，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关

键科技问题集中攻关，进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及产

业化，最终成为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一大支柱。

（二）因地、因需地选择生物质开发方式，不局限

于生物质发电

根据生物质类型、所在地的经济条件和环境条

件等，选择合理的综合开发方式，不局限于生物质

发电。建议将生活垃圾转化为生物质液体燃料，如

生物质柴油和纤维素原料燃料乙醇；将人畜粪便和

农林废弃物转化为生物质燃气，建设大中型沼气工

程，进行沼气提纯和高效存储；将农林废弃物转化

为生物质成型燃料，进行固体成型燃料和热解制

备生物炭。建立完善的秸秆、生活垃圾、农林废

弃物等的回收体系，加强收购、运输、储存、加

工等环节的配套衔接。

（三）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技术，明确其在能源结

构转型中的战略地位

太阳能获取方便，且清洁安全。我国适宜太阳

能利用的国土面积和建筑物受光面积很大。建议把

太阳能发电作为面向未来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主要技

术方向，作为长周期的能源发展技术路线的核心组

成部分。建议大力发展和推广降低硅太阳电池成本，

提高电池效率的技术和工艺，全面提升晶硅电池产

业链；加快薄膜太阳能电池发展，加强硅基薄膜电

池产业化技术研发，充分发挥薄膜电池柔性、轻便、

灵活等独特优势，填补对空间、面积和重量敏感的

发电市场。

（四）新能源以	“分布式开发、就地消纳”为主，

避免大容量远距离传输

优化电源投资结构，延缓弃风、弃光严重地区

的新能源投资建设，并依托高耗能负荷就地消纳过

剩新能源电量。大力推广应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分

散式风电、智能配电网和储能技术，将我国新能源

的开发利用由目前的“大规模开发、远距离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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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加快转变为“分布式开发、就地消纳”模式，

避免采用远距离输电工程传输新能源至负荷中心。

（五）大力应用多能互补技术，支撑能源结构转型

在能源供给侧，充分发挥各类异质能源的可替

代性及互补性，实现多类型异质能源的互补开发和

协调优化调度，形成稳定、高效、清洁的能源供应

体系。在能源消费侧，因地制宜通过电能替代、冷

热电多联供、智能微网、园区综合能源系统满足终

端用户电、热、冷、气等多种用能需求，实现多能

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在雄安新区部署实

施多能互补集成示范应用，建设国际一流、国内领

先的智慧绿色高效能源系统。

（六）加强新材料、新器件的研发，支撑颠覆性

技术发展

加强能源技术革命所需的新材料、基础元器

件、集成芯片、微型传感器等的研发力度，加快我

国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发展，用于可穿戴领域，实

现无毒可穿戴电池技术产业化；加快利用弃风、弃

水、弃光进行电解水制氢的发展；利用微纳探测技

术（微机电系统 / 纳机电系统、纳米传感器、纳米

光纤）打造智能化油气开采特色技术体系；基于微

型传感器构造透明电网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支撑

能源颠覆性技术发展。

（七）建设清洁能源国家研究中心，抢占全球能源

科技制高点	

建设清洁能源国家研究中心，以国家能源重大

战略需求为导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强化多能源

系统融合、多能源学科交叉、政产学研用结合、人

财物资源整合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深入开展与清洁

能源相关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创新，加

强能源与材料、信息、化学、控制、机械等基础科

学的协同创新，推动能源技术与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应用技术

的集成创新，破解制约能源技术革命的重大科技和

装备瓶颈。

（八）建设国家级能源大数据中心，支撑国家能源

决策

建设国家级能源大数据中心，加强全国范围内

多种能源数据多维度的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和

应用，从海量能源数据中快速提炼出深层知识并发

挥其应用价值，全面掌握各省区、各行业的能源利

用情况等重要数据，发挥国家大平台资源调配作用，

为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决策。通过统一

能源信息采集、集成、存储标准，解决多源数据异

构所带来的信息孤岛问题。加强能源信息安全建设，

落实信息安全技术防护和管理措施，切实保障能源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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