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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智慧用电示范园区
实施方案

为深化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充分利用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

综合试点工作基础，结合电力市场化改革和能源互联网发展，根

据《关于促进智能电网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运行〔2015〕1518

号）有关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背景

现代工业生产过程必然伴随着能源消耗，用能精细化、智能

化管理是工业企业产业水平升级至智能制造的必要条件。我国终

端能效管理水平整体偏低，大量工业企业仍处于粗放型用能的阶

段，对用能管理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还很不到位，能效偏低，

用能成本偏高，影响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环境污染、能源

浪费也影响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

2013-2015年，苏州市开展了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

工作，通过三年努力，实现了有效降低 1000MW 最高电力负荷

的目标，在试点过程中还基于互联网建成投运了全国首个电力需

求侧管理平台，目前该平台在江苏省电力需求侧管理、需求响应、

电能管理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家港市作为苏州市重要

的用能区域，在三年城市试点中也取得了突出成绩，通过第三方

机构的核查，实现了永久性降低电力负荷 290MW，每年可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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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 7.2 亿千瓦时，其中保税区实现永久性降低电力负荷约

190MW，每年节省用电量约 5 亿千瓦时。通过三年城市综合试

点，苏州市工业企业用能管理意识明显增强，用能管理服务产业

良好发展，为进一步推动用能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提供了有利基

础。随着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电力资源已逐步回归其

商品属性，与此同时，互联网在能源领域掀起新一轮的技术与产

业革命，新形势下加快能源生产与消费领域的新型市场机制探索

和新技术综合利用是亟待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在张家港保税区开展智慧用电示范园区建设工作，以

园区为单位深化需求侧管理，提高用能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水

平，以“电”带面，水、电、气多能互联，挖掘系统性节能潜力，

并建设虚拟调峰调频电厂，探索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良性互动机

制，既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节能减排，又有利于提升工业

企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降低实体经济用能成本，提升企业竞争

力。

二、项目目标与内容

（一）项目目标

1、提高园区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提高园区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整合分布式能源、储能、可控

负荷等绿色能源，形成虚拟电厂。构建综合用能系统平台，协调

水、气、电的多能互补，节约社会资源，促进低碳环保，助力可

持续发展。

示范园区将建成 400MW 虚拟电厂，并具备 200MW 调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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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能力，园区最大负荷将得到有效控制，最大网供负荷增速将显

著低于园区 GDP 增速，力争达成园区经济不下滑的前提下最高

用电负荷不上升。

在园区内优先消纳分布式清洁能源，提高余热余能利用率，

降低园区碳排放。

2、提高能源资产利用效率

强化主体资源、整合零散资源，从多角度实现对园区内设备

与资产的充分利用，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资产利用率，缩短资金

回收周期。

3、提高企业智慧用能管理水平

推动企业提高用能管理水平，降低用能管理成本，增强企业

节能减排意识，奠定智慧用能管理基础。

引导园区内企业通过节能改造、优化用能结构、提高用能效

率等手段，实现园区节能降耗的目标。通过协调用能时段、优化

生产工序、升级改造节能设备等方式，充分利用价格机制，降低

企业用能成本。

4、提高政府决策监管能力

基于数据平台，综合分析用户用能情况，统计企业能耗排名，

为政府提供数据支撑；与安全生产挂钩，形成多部门联动；形成

能耗水平逐步降低的良性发展态势，自然淘汰落后产能。

（二）建设内容

在示范园区建设过程中，探索园区智慧用能管理新技术、新

思路、新模式，通过“互联网+智慧用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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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归纳总结可推广应用成果并形成示范效应。

1、云能量平台建设

构建云能量平台，对接发、输、配、售、用电及其它多种能

源消耗数据；侧重需求侧管理，适配工业、商业、居民、公共用

电等多类型用户；注重数据积累，着力数据分析挖掘，提供数据

支撑服务；面向多部门监管，形成有效联动管理机制。

图 1：云能量平台架构

（1）精准化用户侧管理

归纳分类用能负荷特征，精确把握需求侧管理潜力，建立需

求响应机制，在尽可能不影响正常生产活动的前提下形成一定规

模的临时性错避峰能力。

（2）能效服务

通过标准化的数据采集与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用户节能潜力，

帮助用能服务商开展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3）数据服务

丰富数据服务接口，针对全园区能效水平、产业结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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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态势等开展分析与预测，并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数据支撑与

辅助决策，对能耗、安全、环保等各方面进行辅助监管。

2、虚拟电厂能力建设

图 2：虚拟电厂的定义与需求分析

对园区内的分布式发电资源（分布式光伏发电、电动汽车充

换电站、余热发电等）、可控负荷和储能系统等进行整合，形成

虚拟电厂，使其能够提供电力辅助服务，同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提高供电可靠性。园区内将建设具备 200MW 调峰调频能力的虚

拟电厂，基于需求侧资源技术特性，优化运行策略，在适配园区

电力需求变化的同时，实现园区运行效率和区内企业经济效益最

大化。为保障虚拟电厂调峰调频能力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配置一

定比例的储能装置，并针对部分大用户开展快速负荷调节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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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3、需求响应机制试点

在园区内积极探索更为灵活高效的需求响应机制，在补贴模

式、响应方式、激励政策等方面进行创新尝试。

（1）园区用户侧互动机制

以园区为整体提供需求响应服务，通过园区资源有效配置与

梯度利用，确保园区内企业参与需求响应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2）园区资源内部优化机制

园区内部分布式能源供能特性各异，可充分结合园区内企业

用能需求，统一提供综合调节能力；用能特性不同的用户间可进

行需求优化整合，统一购买需求调节能力。

（3）园区分布式资源运营机制

积极探索园区内部各分布式资源运营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租赁模式，响应模式，用户出资共享模式，园区出资协调模式等，

以使园区资源运营效益提高。

（4）建立多部门联动系统

为政府绩效考核提供标准化数据支持服务，依托系统平台实

现多部门业务联动，并为淘汰落后产能提供行业标准。

（三）试点内容

示范园区将在智慧用能的管理机制、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等

各个层面开展积极探索和实验，先试先行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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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园区开展创新型需求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

在供需平衡方面开展有益尝试，可根据区域供需关系，开展实时

需求响应的机制探索。

2、在园区内建设虚拟电厂，并参与调频调峰。整合园区内

需求响应能力资源、建设虚拟电厂，消纳园区储能、分布式清洁

能源。对于达到分钟级实时响应能力的虚拟电厂，可作为备用容

量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与实体调频调峰电厂享受同等待遇。

3、鼓励在符合国家能源、环境等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建设分

布式清洁能源和储能装置，并探索多样化商业模式，促进清洁能

源多发满发和储能装置参与电网调峰。

三、项目实施保障

（一）模式保障

将园区内用能在线监测平台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引导园区能

源服务商有序竞争，既保证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有长期稳定的数据

支撑，也避免用能管理服务商为拓展市场导致监测系统重复建设

以及大量闲置能源资产得不到高效利用，通过企业授权下的监测

数据共享，利用市场化机制推动园区能效水平提升，有效降低用

能管理服务综合成本，缩短形成规模效应的周期。

在张家港保税区拟尝试以 PPP 模式结合财政和社会资金建

设区域用能在线监测平台，坚持平台资产国有性、服务公益性、

运营透明性的原则，通过园区统一指导与实施，以园区为基础打

通能源服务产业链，形成完整的商业生态，建立能源服务的长效

机制，提高用能可靠性和利用率，进一步降低园区用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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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园区政府财政和民间资本共同出资成立 SPV 公司。SPV

公司的组建和业务运营受张家港市发改委、园区管委会监管。

图 3：电能服务公共平台 PPP架构

（二）资金保障

SPV 公司资金主要投入方向为园区用能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与园区虚拟电厂调峰调频能力建设。

其中，园区用能信息采集系统资金可由张家港保税区政府与

民间资本通过成立合资公司 SPV 的形式共同出资。园区虚拟电

厂调峰调频能力建设是试点园区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来源包括 SPV 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政府给予的适当政策

补助以及虚拟电厂开展相关业务的部分收入，也可吸引更多公司

参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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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保障

园区与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深度合作，清华大学多年

来一直从事能源领域的前沿科学研究，在能源互联网信息技术、

多能源系统集成、数据挖掘、优化决策等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国

内外先进水平。拥有优良的技术团队，将为建设智慧用能园区提

供可靠技术保障。

园区内拥有大量的高水平技术人才与专注于能源服务的高

新技术企业，这些企业深耕能源需求侧管理，开展了大量扎实的

前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