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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下的网络化电力营销建设探讨

刘　敏

国网长治供电公司　山西　长治　046000

摘�要：智能电网是电网发展的趋势。近年来，智能电网建设不断加大，电网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样的发

展背景下，电力营销作为电网管理和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也需要及时转变工作方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电力

营销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促进了电力工作的现代化。如何实现智能电网下的网络化电力营销建设是本文的主

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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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智能电网环境中，电力营销网络化运行，电

力用户的各种需求能够实时反馈，对于突发事件有效应

对，可见智能电网的运行有较高的灵活性，促使资金

流、信息流和数据流互动的同时保持均衡状态。智能电

网的运行具有实时性特点，各项操作实现数字化，而且

做到了无物流、无仓储，网络营销运行要求得到满足。

网络营销的发展、不再受到垄断营销模式的局限，运行

质量和运行效率都有所提高。

1��网络化电力营销概述

网络化电力营销是指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手段，

将电力销售与传统的营销方式相结合，以提高电力市场

竞争力和服务效率的一种商业模式。它涉及到电力交

易、用户管理、能源服务等方面，为电力企业提供了全

新的营销方式和工具。

1.1  网络化电力营销能够有效促进电力市场的竞争
传统的电力销售主要依靠中介商和大型能源企业进

行，中间环节多、信息不对称，导致成本较高，效率较

低。而网络化电力营销通过打破地域限制，实现电力供需

双方的直接对接，降低中间环节，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供需

匹配度，使得市场参与者更容易找到适合自身需求的电力

供应商，从而增加市场竞争，降低电力交易成本[1]。

1.2  网络化电力营销能够提供个性化的电力服务
传统的电力销售主要以大型用户为主，对于个体用

户需求的满足程度较差。而网络化电力营销通过互联网

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分析

和精准营销。例如，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用电习惯进

行分析，为其提供合适的电力服务套餐；通过在线平台

提供用电信息查询和咨询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

1.3  网络化电力营销能够提高电力企业的运营效率
传统的电力营销模式流程繁琐，人力成本高。而通

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电力交易的自动

化和智能化。例如，通过智能电表的应用，实现电量的

自动抄表和实时监测，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通过在线

电力交易平台，实现电力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

管理的集中化和规范化。这些措施可以提高电力企业的

运营效率，减少人力和时间的浪费。

1.4  网络化电力营销能够增加电力企业的盈利能力
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应用，电力企业可以实现

对用户需求的精确了解，并提供更加符合其需求的电力

产品与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此外，网络化

电力营销还可以通过跨界合作和能源综合服务，提供附

加值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2��网络化电力营销的意义

网络化电力营销是指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手段，

在电力营销中实现线上线下渠道融合、信息共享和互动

交流的集成营销模式。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智能化

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力行业也逐渐进入了网络化营销的

时代。网络化电力营销的主要特点是信息技术应用与传

统电力营销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平台打通各个环节，

实现信息化、个性化和精准化，提高用户体验和企业竞

争力[2]。

首先，网络化电力营销提供了全新的市场渠道。通

过互联网，企业可以更加直接和精准地触达目标客户，

并且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门店、电

话销售等方式，电力企业可以将产品、服务和信息推送

到客户的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提供更加便捷和灵

活的购买和交互渠道。其次，网络化电力营销强化了信

息共享和互动交流。通过建立电力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互

动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用户可以通过互联

网平台获取电力企业的产品介绍、优惠信息、用电知识

等，并且可以随时随地与企业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

电力企业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用户的使用反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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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关系。第三，网络化电力营销

提高了市场营销的精准度和效率。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大

数据分析和个性化推荐，电力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

需求、偏好和行为习惯，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产品和服

务。同时，电力企业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对销售

过程的追踪和监控，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提高销售效

率。最后，网络电力营销推动了电力市场的开放和竞

争。网络化电力营销可以实现各个电力企业之间、不同

地区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提高市场透明度。同时，

通过互联网平台，电力企业之间可以进行品牌、产品和

服务的比较和竞争，从而促进行业的良性竞争，提高服

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总的来说，网络化电力营销使传统的电力营销方式

得以升级和改进，推动了电力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

展。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应用，电力企业可以实现更加便

捷、个性化和智能化的营销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用

户满意度。在未来的发展中，网络化电力营销将成为电

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向。

3��智能电网所具备的优势

（1）高效性：智能电网通过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
应用，实现了电力网络的远程监测、控制和管理。这样

可以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少电力损耗，提高供

电可靠性。（2）可靠性：智能电网改善了电力系统的监
测和预警能力，可以快速发现故障信息并采取措施进行

修复。同时，智能电网可以根据用电负荷的实时变化，

进行动态调整，保证电力供应的可靠性。（3）灵活性：
智能电网支持大规模的分布式能源接入[3]。通过将可再生

能源互连到电网中，可以实现清洁能源的充分利用，降

低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4）经济性：智能电网通过
优化电力系统的运行，减少了电力供应的成本。同时，

智能电网的应用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智能和灵活的用电

服务，提高了用户的用电质量和用户体验。（5）可持
续性：智能电网的应用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发

展，推动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智能电网的建设

和应用，能够更好地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接入，减少对传

统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4��智能电网下的网络化电力营销建设

智能电网是一种基于先进的通信、控制和信息技术

的电力系统，它能够实现电力的高效、安全、可靠地传

输和分配，并能够优化能源的利用和管理。在智能电网

的背景下，网络化电力营销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网络化

电力营销是指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电力销

售和活动的方式。

4.1  建立网络化电力销售平台
网络化电力销售平台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电力交

易的重要载体。它可以通过在线平台为供电双方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包括电力信息的发布和查询、在线交流和

谈判、电力合同签订和运营数据记录、电力结算和结算

管理、在线支付和订单管理等。首先，提供电力信息的

发布和查询服务。供电双方可以通过平台发布和查询电

力供需信息，包括电力价格、供电量、需求量等。这可

以帮助供电双方更好地了解市场情况，掌握电力交易的

主动权。其次，实现供需双方的在线交流和谈判功能。

在平台上，供需双方可以通过在线聊天、留言等方式进

行沟通，协商电力交易的具体条件和条款。这可以方便

供需双方节约时间和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此外，支持

电力合同签订和运营数据记录功能。在交易达成后，供

需双方可以通过平台签订电子合同，明确电力交易的具体

条款和条件。同时，平台还需要记录电力交易的运营数

据，包括供电量、需求量、合同金额等，以便于后续的

查询和分析。最后，提供在线支付和订单管理等服务[4]。

供需双方可以通过平台实现在线支付，包括银行转账、

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同时，平台还需要提供订单管理功

能，方便供需双方对交易订单进行查询、修改和取消等

操作。

4.2  构电力市场信息平台
电力市场信息平台是实现市场信息交流和监管的重

要工具，通过互联网将电力市场主体的信息汇集在一

起，为市场主体提供决策支持和市场监管。该平台应具

备以下功能：首先，平台需要实时收集并发布电力市场

的需求和供给信息，包括用电企业的用电需求和电力企

业的供电能力，以及电力市场的价格等信息。这些信息

可以帮助市场主体更好地了解市场情况，制定合理的用

电和供电策略。其次，电力市场信息平台需要提供电力

市场主体的注册和信息更新服务，以及市场主体信息的

查询和比对服务。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注册，并

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平台还需要定期更新市场主体

的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平台需要

提供查询和比对服务，方便市场主体了解其他市场主体

的信息和情况。此外，还需要提供电力市场监管的数据

分析和报表生成服务等。平台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市场

数据，生成各种报表和数据分析结果，为监管部门提供

决策支持。这些报表和分析结果可以帮助监管部门更好

地了解市场情况，制定合理的监管政策和措施。总之，

电力市场信息平台是实现市场信息交流和监管的重要工

具，可以为市场主体和监管部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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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平台的功能实现，可以促进电力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提高市场主体的决策效率和市场的监管水平。

4.3  推行电力交易市场化
电力交易市场化是实现电力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匹配供需双方的

利益，促进电力价格的透明和合理。为了推行电力交

易市场化，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电力交易中

心、制定电力市场规则和交易制度，以及设立电力交易

监管机构等。首先，建立电力交易中心是推行电力交易

市场化的重要步骤。电力交易中心可以提供一个平台，

供供需双方进行电力交易。中心可以通过收集和发布电

力信息，提供交易服务和结算管理等功能，为供需双方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5]。同时，电力交易中心还可以通过制

定交易规则和制度，确保交易的公平和透明。其次，制

定电力市场规则和交易制度是推行电力交易市场化的重

要保障。电力市场规则和交易制度可以确保市场运行的

稳定和有序，包括交易方式、交易流程、结算规则等方

面。通过制定规则和制度，可以保障供需双方的权益，

提高市场的竞争性和效率。再次，设立电力交易监管机

构是推行电力交易市场化的重要措施。电力交易监管机

构可以负责监督和管理电力市场的运行，包括对电力交

易中心、市场主体和交易行为进行监管。监管机构可以

通过收集和分析市场数据，对市场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和

监督，保障市场的公平和稳定。最后，推行电力交易市

场化还需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和落实。通过制定相关

法律法规，明确电力市场的地位和职能，规范市场主体

的行为和义务，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4.4  加强电力市场监管能力
电力市场监管是网络化电力营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机构的职能和监管手段，来维护

市场秩序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了加强电力

市场监管能力，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监管机构需

要制定电力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明确市场主体的职责

和权利，规范市场行为和交易方式。通过制定规则和标

准，可以确保市场运行的稳定和有序，保障供需双方的

权益。其次，通过收集和分析市场数据，对市场运行情

况进行评估和监督。该系统可以实时收集和发布电力信

息，提供交易服务和结算管理等功能，为监管机构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此外，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和评估，包

括对市场主体的资质、信誉、交易行为等方面进行评

估。通过评估，可以保障市场主体的合规性和诚信，维

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6]。最后，电力市场交易数据的监

测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发现市场规律和潜在

问题，为监管决策提供支持。

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化电力营销建设是智能电网的一项

重要任务，它可以提高电力销售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促进电力市场的发展和健康运行。在网络化电力营销建

设中，需要建立网络化电力销售平台、构建电力市场信

息平台、推行电力交易市场化，以及加强电力市场监管

能力等。只有通过建设健全的网络化电力营销体系，才

能更好地支持智能电网的运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戈. 智能电网背景下的电力营销信息化建设[J]. 
通信电源技术, 2020, 193(1):249-250.

[2]熊敏, 杨亮. 智能电网环境下电力营销支持系统的
建设[J]. 南方农机, 2019, 050(11):252-253.

[3]姚凯. 智能电网建设中电力营销智能化体系研究
[J]. 魅力中国, 2019，000(15):89-90.

[4]王茜, 廖少睿. 智能电网环境下电力营销支持系统
的建设[J]. 数字化用户, 2019, 025(31):80-81.

[5]刘伟利. 智能电网建设中对电力营销智能化系统的
研究[J]. 电子乐园, 2019，000(2)：8-9.

[6] 王大仟, 张文玲, 杨新军. 电力营销智能化体系应用
于智能电网建设要点浅析[J].轻松学电脑, 2019, 0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