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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动综合能源服务发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综合能源服务是加快能源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路径，对于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作

用。“十三五”以来，综合能源服务取得了初步发展成效，但在发展方向、业务规范、项目管理、市场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划指导和引导，完善相关政策举措，推动综合能源服务积极有序发展。

一、关于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十三五”以来，围绕建立有效竞争、统一开放的能源市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

化。市场化交易不断完善，2019 年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约 2.71 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37.5%，减少电力用户购电支出 790

亿元。现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在南方（以广东起步）、蒙西等 8 个地区开展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全部启动结算试运行。深化

配售电业务改革，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网，截至 2019 年，已确定 4 批共 380 个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建成投运项目

135 个。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机制，全国 5 个区域电网、27 个省级电网辅助服务市场陆续启动。油气体制改革有序推进。管网运

营机制改革持续推进，印发实施《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实施意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组建成立。推动油气管网设施公

平开放，印发《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能源体制改革。电力领域，

创新完善源网荷储一体化、增量配电业务、综合能源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市场准入制度，破除投资运营、参与用户侧市场交易等体

制机制壁垒，营造有利于各类商业模式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油气领域，完善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推进油气管网公平开放，

优化管输价格，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

二、关于将综合能源服务纳入国家能源规划

“十三五”能源规划提出“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服务等市场化机制和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规

划目标任务落实，印发《关于推进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组织实施了 23 个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实施需求响应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能效电厂”“能效储气库”，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示范工程，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网络。出台支

持节能服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免征增值税。截至目前，北京延庆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区项目等 24个

并网型微电网项目、舟山摘箬山岛新能源微电网项目等 4个独立型微电网项目启动，部分已建成投运；首批 10 个地下综合管廊示

范试点工程已全部开工。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十四五”能源规划工作，加快推动综合能源服务发展，推进清洁智慧用能工程建设，

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能源、微网、储能、电动汽车智能充放电、需求侧响应等智慧高效用能模式，推动工业、交通、建筑等用能场

景的智慧化和绿色化提升。

三、关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

近年来，以充电桩和储能设施为重点，新型用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为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我局会同有关

部门，积极组织供电公司和充电运营企业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2018 年印发《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加快

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和产业格局。目前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超过 130 万个，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充电设施网络。开展储能示

范工程，印发《关于促进我国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开展了多种电力系统储能示范应用，统筹研究储能在电源侧、

电网侧、负荷侧布局储能设施，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此外，在 5G、数据中心等数字新基建领域，政

企联合试点建设 7 个省级能源大数据中心，稳妥探索多站融合数据中心站建设。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储能等规划建设和推广应用，鼓励相关单位积极探索 5G、充电桩、数据中心、分布式光伏、储能等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设。

四、关于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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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网荷储一体化可通过能源就近集约梯级利用、传统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互补运行等方式，实现多种能源协同优化和系统效

率提升。近年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

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支持源网荷储一体化工程从天然气冷热电三联

供等模式起步，拓展出包含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热泵、储能、配电网、智能调控等多种技术的工业园区级综合能源服务系统。下一

步，我们将研究制定关于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公平、无歧视引入电源侧、负荷侧、独立电储能等市场主体，在能

源资源富集区、产业园区等地区，因地制宜建设“源网储+冶金/化工/建材”“源网储+大数据中心等新产业”“余热余压等能源资

源回收及综合利用”等能源一体化综合利用工程，推动电、热、冷多能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推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研

究完善跨区跨省调度关系协调、费用补偿分摊、交易结算关系，鼓励储能、电力用户等主体参与辅助服务。

五、关于能源电力工业互联网平台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能源电力工业互联网等智慧能源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兴

起，成为新能源、新材料、先进信息技术、控制技术等的融合和应用的重要发展方向。“十三五”以来，我们以“互联网+”智慧

能源为发展重点，印发《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智能电网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煤矿

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与工信部、国资委等部门签署合作方案，共同推动能源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推广，开展“面

向分布式新能源系统的新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测试床”“新能源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等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

以电力系统为中心，加快能源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能源产、运、储、销、用各环节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实施煤矿、油气田、电厂、

电网等的数字化建设与改造。推动基于供需衔接、生产服务、监督管理等业务关系的各类数字平台建设，包括数据中心、调度中心、

交易平台等。在能源网络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改造中统筹能源流、物质流、信息流，加强各类能源网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感谢您对我国能源事业的关心和理解，希望今后能得到您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国家能源局

2020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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