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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能互补系统通过多种能源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梯级利用以提升能源系统的综合利用效率，

具有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实现新型低碳、高效能源系统构建，多能协同利用等优点，世界主要国家均

给予高度关注，纷纷制定多能互补能源发展战略，并开展了相关技术研发和试点项目。本文从国际

相关的多能互补系统战略布局、项目部署、关键前沿技术进展等几个方面对多能互补能源系统国际

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并从专利计量的角度深入分析国内外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地区分

布、研究热点、主要专利权人等信息，进而提出中国多能互补能源系统未来发展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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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System ( MECS) can make full use of multiple energy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efficiency by complementary and gradient utilization of ener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a
low-carbon，safe，efficient energy system and eas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Given the above
benefits of MECS，strategic plans，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work of MECS are being developed in major countries and re-
gions of the world． At present，many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fields have been made，such as renewable energy grid connec-
tion，smart grid，smart community，demand-side management and so 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
opment trend of MECS from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evant strategic planning，research projects deployment，research pro-
gress and key frontier technologies． Meanwhile，the trend，regional distribution，research hotspot and main patentee of distrib-
uted energy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are analyzed through patent bibliometric．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several
suggestions for MECS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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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的不断深化，当前

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供能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能

源结构逐步向低碳化、多元化转型，多种能源形式

协同互补发展，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这已成为应

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因此，因地制宜、贴近用户，将多种能源互相补充

和梯级利用，形成多能互补系统，发挥不同能源的

优势和潜能，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和能源利用最大化成为了当下各国能源发展重

点关注领域。为此，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制定了多

能互补能源发展战略，并开展了相关技术研发和

试点项目，目前已在可再生能源并网、智能电网、

智慧社区、需求侧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功经验。

多能互补系统的核心在于融合，包括了能源

供给侧互补、用户需求侧融合和能源输配网络

( 电 /气 /热网) 融合等，是在能源系统层面进行整

体协调和互补，通过生产、输配、消费、存储等各环

节的时空耦合和互补替代，实现多能协同利用。

多能互补的不同电源存在多种互补形式，主要有

时间互补、热互补和热化学互补，其中时间互补和

热互补已应用到工程中，而热化学互补尚处于理

论分析和试验研究阶段［1］。目前，国内外对于多

能互补系统尚无统一定义，混合能源系统( Hybrid

Energy System) 、综合能源系统(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多 能 系 统 (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System ) 、多 能 量 载 体 系 统 ( Multi-vector Energy

System) 、区域能源系统( District Energy System) 等

概念中均包含多能协同互补的含义。另外，多能

互补与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有内在联系，多能互

补强调多种能源的协调互补和梯级利用，能源互

联网侧重于能源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能源

互联网技术是多能互补的重要支持与实施前提，

利用互联网为多能互补提供信息支撑，而多能互

补是能源互联网的落脚点之一，是智慧能源的物

理基础。

当前，全球能源系统已经呈现出去中心化、物

联化、智能化等演变趋势，注定要颠覆现有的能源

系统和行业运营模式，能源横向和纵向上的互补

协调是能源系统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多能互补

能源系统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巨大的工程应用价

值，由此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探索多能互补能源系

统的应用研究热潮。为此，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

近年来的多能互补系统政策发展新动向、相关前

沿技术的重要进展和新趋势进行系统梳理分析，

同时借助专利计量分析了多能互补代表性关键技

术的竞争态势，以期为我国准确把握世界多能互

补系统发展态势和趋势，优先谋划和布局提供重

要参考依据 。

1 主要国家 /地区战略布局

纵览主要国家 /地区的多能互补系统发展战

略可知，纵然各国 /地区资源禀赋和国情不同，但

各国 /地区均不约而同地将发展多能互补系统置

于能源战略的核心位置。就具体技术而言，智能

电网技术、不同能源系统耦合集成技术、多能互补

分布式供能技术、多能混合建模、协调优化控制系

统等技术是目前备受各国重视的发展方向，以实

现能源系统级高效整合、协同优化、智能互联，从

而提高能源供需协调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但各

国 /地区依据国情和资源禀赋不同，具体的发展侧

重点略有不同: 美国从智能电网出发，着力发展核

能-可再生能源混合能源系统; 欧盟大力发展各类

低碳能源技术，以“能源系统集成”和“智能电网”

为抓手，以建立一个低碳、安全和灵活的泛欧综合

能源系统; 中国着力发展多能互补的分布式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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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署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推进能源

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多种能源优化互补稳定供

给; 德国投入重金积极探索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集

成的系统解决方案，聚焦新型电网架构开发和加

强能源系统的协同集成研究; 日本积极探索利用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构建多维、多元、柔性的

能源供需体系。

1． 1 美国

美国推进多能互补技术从建设智能电网开

始。2007 年美国政府颁布《能源独立和安全法》，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智能电网的国策地位，设计了

智能电网的整体发展框架，要求社会主要供用能

环节必须开展综合能源规划［2］。2015 年，美国能

源部( DOE) 提出“电网现代化倡议”( Grid Mod-

ernization Initiative，GMI) ，希望将传统能源与可再

生能源、储能和智能建筑进行整合，建立灵活、可

靠、安全的 现 代 电 网［3］。同 年 11 月，DOE 发 布

《电网现代化多年期计划》，确定了未来五年电网

现代化重点开展六大主题研究工作: 设备和集成

系统测试，传感和量测，系统运行、电力流动和控

制，设计和规划工具，安全性和灵活性，技术支

持［4］。为了更好推进上述政策计划，DOE 成立了

电网现代化实验室联盟( Grid Modernization Labo-

ratory Consortium，GMLC) ，以支持电网现代化计

划的实施。此外，美国高度注重在供应端融合多

种清洁能源来推进多能互补能源系统构建: 在融

合太阳能发电方面，2011 年，DOE 推出为期十年

的“太阳能攻关计划”( SunShot) ，其“系统集成子

计划”专门聚焦电网性能和可靠性、可调度性、电

子电力以及通信四个技术领域进行研发［5］。而

在融合风能发电方面，目前 DOE 风能技术办公室

主要通过 GMLC 支持输配电的集成研究、建模、示

范和评估来消除风能并网障碍，同时直接与公用

事业单位合作以确保最佳实践［6］。

近年来美国还启动了核能-可再生能源混合

能源系统研发工作，目前处于早期开发探索阶段。

2015 年，DOE 发 布《四 年 度 能 源 技 术 评 估 报

告》［7］，提出了三类核能-可再生能源混合能源系

统概念: 1 ) 核能-可再生能源一体化耦合能源系

统，将核电、可再生能源和工业过程直接集成在一

起，进行发电过程协同控制再上网; 2 ) 核能-可再

生能源热耦合能源系统，核能热电联产为工业过

程提供热量，核电与可再生能源电力分别上网;

3) 核能-可再生能源电力耦合能源系统，将核电和

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工业用户用电耦合，允许核电

和可再生能源电力在接入电网前自行管理。2016

年 3 月，DOE 发布《核能-可再生能源混合能源系

统技术发展计划》［8］，要求着重开发上述三类系

统，研究工作聚焦在集成技术、通信、系统控制与

新兴 子 系 统 技 术 开 发，目 标 是 到 2030 年 实 现

NＲ HES的试点示范。

1． 2 欧盟

欧盟早在其第五研发框架计划( FP5) 中就提

出了与多能互补类似概念的———能源协同优化，

并将其列为研发重点，通过多个项目寻求传统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协同优化互补，在后续的 FP6、

FP7 研发框架中进一步深化了能源协同优化和综

合能源系统的相关研究［9］。2007 年欧盟委员会

制定了综合性能源科技发展战略———“战略能源

技术计划”( SET-Plan) ，发起产业倡议以促进先进

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并于 2010 年成立欧盟能源研

究联盟( EEＲA) ，实施了 17 项联合计划以开展低

碳能源技术研究，“能源系统集成”和“智能电网”

是其中两项［10］。2015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更新了

SET-Plan 计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将

其集成至欧洲能源网络，并构建以能源用户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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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欧洲未来能源系统［11］。在 SET-Plan 计划框

架下，欧盟创建了欧洲能源转型智能网络技术与

创新平台( ETIP SENT) ，该平台于 2018 年提出了

泛欧综合能源系统 2050 愿景: 建立一个以多能互

补为基础，低碳、安全、可靠、灵活、可获取、低成本

且以市场为导向的泛欧综合能源系统，到 2050 年

实现建成气候中性经济体的目标，同时在能源转

型期间增强在全球能源系统产业的领导地位［12］。

1． 3 中国

随着能源革命的持续深入，加大风能、太阳

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开发是目前我国能源战略的

主要方向。然而由于新能源具有间歇性和不确定

性，大容量风电和光电集中接入电力系统会严重

影响主电网的电能质量和稳定运行，造成弃风、弃

光、甚至脱网等问题，制约了新能源的发展，因此

迫切需要发展多能互补的分布式供能技术，改革

能源供给侧结构，实现多种能源优化互补稳定供

给。2012 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首次在全球范围

内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构想，旨在促进全球

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2016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 +”智慧能源

发展的指导意见》，完成了基于互联网的新能源

产业的顶层设计［13］。同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出台《关于推进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

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在“十三五”

期间建成多项国家级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示范工

程及国家级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示范工程［14］。

除了积极制定相关顶层战略规划，中国政府也积

极部署了一系列的研发、示范项目: 2016 年 7 月，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设立

“智能电网”专项，聚焦部署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

网调控、大电网柔性互联、多元用户供需互动用

电、智能电网基础支撑技术等重点任务［15］。此

外，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自 2016 年以来先后

启动“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和“可再生能源与氢

能技术”重点专项。2017 年 1 月，国家能源局发

布《首批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的通知》［16］，

“公布了首批 23 个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项

目，要求在完成第一批示范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到

2020 年，各省( 区、市) 新建产业园区采用终端一

体化集成供能系统的比例达到 50% 左右，既有产

业园区实施能源综合梯级利用改造的比例达到

30%左右; 国家级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示范工程

弃风率控制在 5%以内，弃光率控制在 3%以内。”

1． 4 德国

德国政府一直提倡安全、清洁、经济、可持续

的能源供应，全球率先实施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

能源转型，致力于探寻和构建安全可持续、经济清

洁的能源供给系统。德国于 2010 年 9 月发布《能

源战略 2050》［17］，提出到 2050 年实现能源转型的

中长期发展路线，即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建立适

应可再生能源的智能电网。围绕这一能源战略，

德国重视从能源系统层面推进转型。2015 年 9

月，德 国 联 邦 教 研 部 ( BMBF ) 启 动“哥 白 尼 计

划”［18］，拟在十年内投入 4 亿欧元开发高比例可

再生能源集成的系统解决方案，其中开发新型电

网架构和加强能源系统的协同集成是两大重点研

究方向。在“哥白尼计划”框架下，德国于 2015 年

分别实施了 ENSUＲE 项目和 ENavi 项目［19］。EN-

SUＲE 项目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包含储能的能

源网络，电、热、气系统的耦合，智能电网需求侧管

理，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配电网络，创新

输电 技 术，欧 洲 高 压 直 流 输 电 网，海 岛 电 网。

ENavi 项目则通过建立模型来模拟和评估政策对

能源转型的影响，其研究目的旨在深入了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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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消费等相关领域的复杂能源网，提供考虑

政策和法律等条件的未来能源系统整合方案，评

估政策措施对能源系统的短、中、长期影响，并为

跨学科研究提供优先选择措施。2018 年 9 月，德

国政府通过了第七期能源研究计划，将在 2018—

2022 年间提供总计约 64 亿欧元的资金用于能源

转型，尤其关注能源系统集成、电网优化改进、储

能和终端用能耦合等问题［20］。

1． 5 日本

日本能源资源较为匮乏，能源消费严重依赖

进口，能源安全风险较高，为此日本政府将降低对

能源进口依赖、改善能源自给率作为其能源战略

关注的重点。2002 年日本政府确定了兼顾能源

安 全 ( Energy Security ) 、经 济 发 展 ( Economic

Growth) 和环境保护( Environment Protection) 的能

源政策( 简称 3E 政策) 基本方针，并在这一方针

指导下开始推动智能电网的发展。2010 年，日本

经济 产 业 省 发 布《智 能 电 网 国 际 标 准 化 路 线

图》［21］，确定了输电系统广域监视控制系统、电力

系统用蓄电池、配电网管理、需求侧响应、需求侧

用蓄电池、电动汽车、先进测量装置等七大重点技

术领域，以及 26 个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福岛核事

故后，日本政府在《第四期能源基本计划》［22］中将

安全性( Safety) 确定为能源政策的前提，确定“3E

+ S”基本方针，提倡发展灵活的能源供需系统，

实现多种能源之间的“无缝”衔接与互补。2016

年 4 月，日本相继公布能源中期和长期战略方案:

一份是经济产业省面向 2030 年产业改革发布的

《能源革新战略》［23］，将“构建新型能源供给系

统”列 为 三 大 改 革 主 题 之 一，提 出 利 用 物 联 网

( IoT) 技术调控电力，将家庭用电太阳能设备、蓄

电池等与 IoT 相结合，建立一套高效调控电力供

需、提高能源效率的机制; 另一份是日本政府综合

科技创新会议面向 2050 年技术前沿发布的《能源

环境技术创新战略》［24］，确定了到 2050 年将重点

推进的五大能源技术创新领域，并在能源系统集

成领域，提出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先进传

感和 IoT 技术构建多种智能能源集成管理系统。

此外，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将氢能纳入到未来的综

合能源体系中，2017 年底，日本发布《氢能基本战

略》［25］，确定了到 2030 年左右实现氢能发电商业

化的目标。2018 年 7 月，日本发布《第五期能源

基本计划》［26］，提出建立以氢能为基础的二次能

源结构，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 IoT 等技术构建多

维、多元、柔性的能源供需体系。

2 关键前沿技术与发展趋势

多能互补系统针对不同的能源资源条件和用

能对象，需将多种能源形式进行有机耦合，同时进

行终端用能的优化整合，还需在系统管理环节确

保效率、灵活性和供应安全。所涉及的关键技术

主要包括: 分布式能源、多能混合建模、综合能量

管理系统、协调优化控制系统、储能技术等。各国

围绕上述关键技术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

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多能互补能源系统的构建

和应用积累了关键的技术知识。

2． 1 分布式能源的前沿技术领域

多能互补系统中的分布式能源通过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太阳能集热发电、燃气轮机、先进热

泵及燃料电池等技术。将分布式能源系统布置于

配电网或负荷附近，同时注重与能源转换站、能源

集线器、用户端智慧用能及计量设备、智能电动汽

车等技术相结合，实现多种能源综合利用的供能

网络。分布式能源系统的类型多样，有小规模、小

容量、模块化、可独立输出电能的风能、太阳能、地

热能、燃料电池等系统，还有将高品位能源用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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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同时利用发电机组排放的低品位能源进行供

热或制 冷 的 热 电 联 供 或 冷 热 电 联 供 ( CCHP )

系统。

近年来，许多 学 者 探 索 将 可 再 生 能 源 用 于

CCHP 的不同集成方式，如可再生能源既能作为

CCHP 的输入能源，又能与天然气 CCHP 系统相

互补充。Sanaye ［27］等将太阳能用于 CCHP 系统，

通过光伏、聚光光伏 /光热以及真空管集热器提供

电力和热量。Soheyli［28］等提出了一种集成光伏

发电、风力发电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 的

新型 CCHP 系统，可大大降低燃料消耗和污染排

放。而 Wang ［29］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天然气和生物

质气化气体的混合燃烧 CCHP 系统，并对不同燃

料混合比的系统性能和成本进行了全面分析。

Gazda［30］等则将太阳能和沼气用于 CCHP 系统，

以沼气驱动内燃机发电并结合光伏发电进行供

电，同时利用沼气 CCHP 在天然气锅炉辅助下进

行供热，并通过吸收式制冷机供冷。Mehr［31］等将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沼气用于 CCHP 系统，通过

SOFC 进行发电，将天然气作为补充燃料，使污水

处理 厂 的 效 率 提 高 了 17． 2%，发 电 量 增 加 了

27%，同时降低了燃料消耗。

2． 2 多能混合建模的前沿技术领域

多能混合建模描述了不同类型能源的运行和

互补转化，确定了能量流分布，是集成优化和其他

关键技术的基础。传统电、热( 冷) 、气等领域已

经有相对成熟的独立建模方法，如电网建模主要

使用潮流模型，供热网络采用的模型包括水力工

况和热力工况模型等。然而上述各自独立的能流

模型并不适用于多能互补网络的多能流耦合情

况，由于涉及多个能量系统，每个系统需满足不同

的物理定律，每种能量流的传输速度、形式和介质

不同，涉及的变量也不同。因此，与传统的电力系

统相比，多能互补系统的潮流计算问题包含的变

量更多、非线性更强，求解也将更加复杂［32］。目

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多能互补系统通用建模方法是

能量枢纽( Energy Hub，EH) 。

自 2007 年瑞士苏黎 世 联 邦 理 工 学 院 Mar-

tin［33］等提出 EH 概念以来，许多研究者对这一概

念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在 EH 的输入、转换、储存

和输出四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Mitchell［34］等

将电力、沼气和天然气作为 EH 的能量输入，优化

了 EH 模型的电负荷和热负荷供应，提供了造纸

厂最低成本和最大限度使用沼气的设计方案。

Orehounig［35］等使用 EH 模型规划了瑞士村庄的

能源供应系统，基于 EH 分析提出的解决方案增

加了可再生能源份额，降低了碳排放。区域供热

网络可以降低燃料消耗和排放，可利用垃圾焚烧

热量及工厂余热，Wang［36］等基于热电联供研究

了区 域 供 热 系 统 的 最 佳 规 划 方 案，有 望 实 现

100%可再生能源供应。Sharif ［37］等利用 EH 模

型，开发了包含燃气轮机、风力发电、光伏电池和

制氢电解槽的多能系统代替燃煤电厂和天然气发

电厂，不仅能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还可显著降低

成本和碳排放。

2． 3 综合能量管理系统的前沿技术领域

能量管理系统是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通过信息流调控能量流来保障多能互补系统安全

高效运行。尽管面向传统电网的能量管理系统经

过 50 多年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却无法直接用于

多能流耦合的多能互补系统，亟需发展面向多能

互补系统的综合能量管理系统。

目前，国内外在多能互补系统综合能量管理

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众多研究以微电网

为对象，已有部分微电网具备了初步的综合能量

管理功能，实现了基础优化调度，但尚未实现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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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高级分析决策［38］。如 Su［39］等考虑了集成风

能、太阳能、插电式电动汽车、分布式发电机和分

布式储能的微电网，通过随机调度优化来降低微

电网的运行成本和功率损耗，提高对波动性可再

生能源的适应，并通过仿真验证了随机微电网能

量调度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Farzan［40］等对不

确定条件下微电网的日前调度和控制进行研究，

开发了可规避风险的随机规划优化模型。多能互

补系统的综合能量管理研究可以微电网的研究成

果为基础，但需解决“多能流耦合”“多时间尺度”

“多管理主体”三方面问题，建立包含实时建模与

状态估计、安全分析与安全控制、优化调度以及能

量管理的理论体系，开发综合能量管理系统，并在

实际多能互补系统中进行验证。

2． 4 协调优化控制系统的前沿技术领域

由于多能互补系统中存在多种形式的能源，

因此需要对多种能流进行协调优化控制以确保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目前，针对微电网、能源互联

网的电力控制方面研究较多，但总体而言多能互

补系统的协调优化控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分布式协同控制是实现

多能互补系统协调控制的重要途径，依托信息通

讯技术，多能互补系统内的各分布式设备可以实

现协同合作，对整个系统内的可控能源进行协同

调度，实现故障诊断、故障恢复、状态监控、系统控

制等功能，保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运行。Ｒen［41］

等针对含分布式电源的配电网络设计了一种多智

能体系统，利用各智能体的自治性、主动性和社会

性等特征，实现对各节点设备的实时控制，确保系

统的可靠运行。Teng［42］等开发的混合式多智能

体系统，各智能体在多层分散模式下工作，可通过

不同相和同层级智能体间的协同合作应对故障问

题，实现故障检测和自愈控制。上述研究仍专注

于利用多智能体实现电力的协同策略研究，多能

互补系统对冷、热能源调度比电力调度更加滞后，

且不同类型能源系统的运行约束和控制变量也有

所不同，其协同调度更为复杂，需考虑不同能源形

式的多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协同调度策略。

2． 5 储能技术的前沿技术领域

储能技术是促进多能互补系统发展的关键支

撑技术，可以发挥移峰填谷、平滑处理、计划出力

跟踪、辅助服务、解决弃电、构建友好型电源、增加

系统运行灵活性等众多作用。当前能源系统的储

能方式主要有储电和储热两种。其中，储电技术

能够解决发电功率和负荷功率之间的不匹配问

题，平滑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输出波动，提高

系统灵活性和可靠性，实现多种能源的协调控制。

根据存储方式，可将储电技术划分为物理储能

( 如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 、化学储能( 如蓄

电池) 等大类。不同储能方式各有特点，物理储

能一般寿命较长、规模较大，化学储能响应时间

快、效率较高，因此应用于不同的场景。抽水蓄

能、压缩空气储能和蓄电池储能通常可用于电网

的削峰填谷、系统调频，超导磁储能和超级电容器

可用于改善电能质量、稳定输出，储热技术则可解

决综合能源系统中的热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平

抑需求侧的热负荷波动。

从技术发展成熟度来看，不同技术当前所处

的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抽水蓄能、铅酸电池、液

态锂离子电池和超级电容器均已进入商业应用的

成熟阶段，而固态锂电池( 包括固态锂离子和固

态锂金 属) 、钠 离 子 电 池 尚 处 于 原 理 样 机 开 发

阶段。

3 研发创新能力定量分析

专利信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领域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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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主题和研发发展态势，本节利用科学计量的

方法，选取多能互补系统的重要技术———分布式

能源( 多能互补系统是传统分布式能源应用的拓

展，是一体化整合理念在能源系统工程领域的具

象化，因此对分布式能源进行专利分析能够一定

程度上反映多能互补系统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

相关专利进行分析，能够从专利计量角度揭示出

技术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

3．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次分析通过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 DII)

检索获得了全球分布式能源相关专利数据集，数

据检索时间截至 2019 年 4 月 11 日，共得到相关

专利 11403 项。利用德温特数据分析器( Derwent

Data Analytics，DDA) 进行专利数据挖掘和分析。

3． 2 整体发展态势

从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

情况来看( 图 1) ，全球的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

请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4—1992 年，这段时期相关专利申请处于

起步阶段，全球年均申请量在 1 ～ 5 项，是分布式

能源技术兴起时期，第一项分布式能源技术相关

专利申请于 1974 年。1993—2005 年，分布式能源

技术进入发展期，该时期的专利申请量从 1993 年

的 14 项逐步上升到 2015 年的 73 项。欧美国家

重视节能环保，在该时期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

日本能源资源相对匮乏，一直致力于分布式能源

技术的开发，是亚洲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截

至 2005 年 已 建 成 分 布 式 能 源 系 统 6000 多 个。

2006—2013 年，分布式能源技术不断发展、完善，

相关专利技术申请量持续上涨。截至 2013 年，专

利申请量达到 594 项。2014—2018 年，分布式能

源技术呈现“井喷式”发展趋势，2018 年达到历史

高峰期，专利申请量达到 2089 项，全球的市场需

求与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图 1 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Fig． 1 Global Patent Application Trend in Distrib-

uted Energy Technology
3． 3 技术主题分析

通过对技术的国际专利分类( IPC) 进行统计

分析，可以准确、及时地获取该领域涉及的主要技

术主题和研发重点。本次分析的 11403 项专利中

共涉及 4676 个 IPC 分类号。表 1 列出了分布式

能源技术专利申请量大于 200 项的 IPC 分类号及

其申请情况，这些分类号涵盖了 8585 项专利，约

占全部分析专利的 75%。可以看出，分布式能源

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1) 供电或配

电的电路装置或系统; 电能存储系统( H02J-003 /

38、H02J-007 /35、H02J-003 /00、H02J-013 /00 等) ;

2) 光伏电站; 与其他电能产生系统组合在一起的

光伏能源系统( H02S-010 /12、H02S-010 /00 等) 以

及 光 伏 模 块 的 支 撑 结 构 ( 包 括 H02S-020 /30、

H02S-020 /32) ; 3) 特殊用途的风力发动机; 风力

发动机与受它驱动的装置的组合; 安装于特定场

所的风力发动机( 包括 F03D-009 /00、F03D-009 /

25 等) ; 4) 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

督或 预 测 目 的 的 数 据 处 理 系 统 或 方 法 ( 包 括

G06Q-010 /06、G06Q-050 /06 等) 。

3． 4 主要国家 /地区分析

图 2 展示的是分布式能源技术优先权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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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布式能源技术主题布局及专利申请情况( 截至 2018 年)

Tab． 1 Distributed Energy Technology Layout Based on Subjects and Patent Application ( as of 2018)

IPC 专利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三年申请量

占总量的比例

H02J-003 /38 2508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发电机、变换器或变压器对 1 个网络并联馈
电的装置 48． 05%

H02S-010 /12 2330 混合风力光伏能源系统 69． 14%
H02S-010 /00 1840 光伏电站; 与其他电能产生系统组合在一起的光伏能源系统 53． 86%
H02J-007 /35 1029 有光敏电池的 65． 21%

H02S-010 /10 835 包括辅助电力能源，如混合柴油光伏能源系统( 燃气轮机设备
组合入 F02C6 /00) 69． 10%

H02J-003 /00 788 交流干线或交流配电网络的电路装置 41． 88%

H02J-013 /00 747
对网络情况提供远距离指示的电路装置，例如网络中每个电路
保护器的开合情况的瞬时记录; 对配电网络中的开关装置进行
远距离控制的电路装置，例如用网络传送的脉冲编码信号接入
或断开电流用户

44． 44%

G06Q-050 /06 628 电力、天然气或水供应 63． 85%

H02J-007 /00 515 用于电池组的充电或去极化或用于由电池组向负载供电的
装置 42． 52%

H02J-003 /32 489 应用有变换装置的电池组 53． 78%
H02J-003 /46 479 发电机、变换器或变压器之间输出分配的控制 43． 84%
H02S-020 /30 349 可移动或可调节的支撑结构，如角度调整 81． 09%
H02M-007 /48 344 应用有控制极的放电管或有控制极的半导体器件的 25． 87%
H02S-010 /20 325 以能量存储装置为特征的系统 52． 31%
H02S-020 /32 318 专门用于太阳能跟踪的光伏系统支撑模块 66． 04%

F03D-009 /00 306
特殊用途的风力发动机; 风力发动机与受它驱动的装置的组
合; 安装于特定场所的风力发动机( 产生电能的混合风力光伏
能源系统入 H02S10 /12)

37． 91%

F03D-009 /25 299 被驱动装置为电能产生装置 89． 30%
F03D-009 /11 276 贮存电力 89． 49%
H02S-040 /38 249 结构上与光伏模块连接的能量存储装置，如电池 65． 86%
H02J-009 /06 240 带有自动转换功能的紧急备用电源回路装置 49． 17%

G06Q-010 /06 225 资源、工作流、人员或项目管理，例如组织、规划、调度或分配时
间、人员或机器资源; 企业规划; 组织模型 76． 00%

G06Q-010 /04 217 预测或优化，例如线性规划、“旅行商问题”或“下料问题” 62． 67%
H02J-003 /28 206 用储能方法在网络中平衡负载的装置 59． 22%

量最多以及专利受理数量较多的国家或机构( 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gonieation，WIPO) 和欧专局) 。从图中可以看出，

全球分布式能源技术相关专利的研发主要集中

在中国( 包括台湾) 、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以及 WIPO 和欧专局

两个机构。其中，中国、日本、美国三个国家的专

利申请数量( 10587 项) 大概占全球分布式能源技

术专利申请总量的 90% 左右，特别是中国占全球

申请总量的 70%左右。可见，中国、日本、美国是

分布式能源技术的主要研发国家。

图 3 给出了主要国家或地区分布式能源技术

专利申请年度分布情况。总体看来，美国、日本

的分布式能源技术起步较早，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就开始申请相关专利，一直持续至今，专利申请

量呈长期的上升趋势发展。又如法国、德国等国

家，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间申请过分

布式能源技术相关专利，但是相比其他几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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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国家 /机构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
与受理情况

Fig． 2 Appl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Distributed
Energy Technology Patents in Major Coun-
tries or Institutions

家，后期的相关的专利申请呈较慢发展趋势。相

比之 下，我 国 的 分 布 式 能 源 技 术 起 步 较 晚，从

2003 年才开始才有分布式能源技术相关专利的

申请。

具体来看，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分布

式能源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而美国则从 1976 年开

始申请第一件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从时间年

度上比较，日本在 1993—2002 年、2006—2009 年

以及 2015—2017 年三个时间段，申请量皆大于美

国，处于比较平缓的上升趋势，到 2017 年达到高

峰期 124 项。同样，美国分布式能源技术发展也

处于较为平缓的上升趋势，在 2015 年达到高峰

期，有 105 项专利申请。相比之下，我国是虽然从

2003 年开始申请专利，但是在 2011 年的时候，专

利申请量即超过日美两国，后续呈现爆发式增

长，远远拉大了与其他国家的距离。2017 年，中

国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数量高达 1559 项，成

为全球最大的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国和受

理国。

3． 5 主要申请人分析

表 2 列出了全球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量

不少于 50 项的一些机构及其专利申请的时间分

布情况。表 3 给出的是主要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

权人的专利技术区域保护情况。

图 3 主要国家 /地区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Fig． 3 Annual Application Quantities of Major Countries or Ｒegions in Distributed Energ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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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权人及其专利申请

时间分布情况

Tab． 2 Major Distributed Energy Technology Paten-

tees and Their Patents Application Time Dis-

tribution

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量( 项)

总量 2011—2018 2001—2010 2000
以前

国家电网( 中国) 1161 1125 1 0
京瓷株式会社

( 日本) 152 146 0 0

华北电力大学
( 中国) 141 133 1 0

东南大学( 中国) 111 110 1 0
日立制作所

( 日本) 110 51 42 16

天津大学( 中国) 109 103 3 0
松下电器( 日本) 105 92 11 0

日新电机株式
会社( 日本) 100 20 33 45

通用电气( 美国) 98 51 38 7
东芝公司( 日本) 81 38 24 19
浙江大学( 中国) 73 71 0 0

中国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 72 67 0 0

中国电力株式
会社( 日本) 71 49 22 0

三菱电机公司
( 日本) 67 43 14 7

上海交通大学
( 中国) 63 57 2 0

三星 SDI( 韩国) 62 12 49 1
富士电机株式
会社( 日本) 57 22 19 15

欧姆龙集团( 日本) 56 18 24 14
河海大学( 中国) 56 55 0 0
无锡同春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 中国)

53 53 0 0

关西电力株式
会社( 日本) 52 13 35 4

上海电力大学
( 中国) 52 48 1 0

华南理工大学
( 中国) 51 49 0 0

从机构类型来看，专利权人主要为企业以及

高校。其中，国家电网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分布

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总量达 1161 项，占 23 个专

利权人申请总量的 40%左右。

从国别来看，分布式能源技术主要相关专利

表 3 主要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区

域保护情况

Tab． 3 Ｒegional Protection of Major Patentees of Dis-

tributed Energy Technology

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量( 项)

中国 日本 美国WIPO韩国 欧专局 德国

国家电网 1156 1 4
京瓷株式会社 99 53
华北电力大学 141

东南大学 111
日立制作所 2 67 15 20 5

天津大学 109
松下电器 64 2 37 2

日新电机株式会社 98 2
通用电气 1 72 11 11 1
东芝公司 67 3 8 2 1
浙江大学 73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 72

中国电力株式会社 71
三菱电机公司 56 1 10
上海交通大学 63

三星 SDI 1 42 1 5 12
富士电机株式会社 54 1 2
欧姆龙集团( 日本) 43 1 7 4 1

河海大学 56
无锡同春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3

关西电力株式会社 51 1
上海电力大学 52
华南理工大学 51

权人中，来自中国机构数量最多，其次是日本，而

美国与韩国分别只有一家。具体来看，中国分布

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量较多的包括国家电网、中

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无锡同春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其次是华北电力大

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河海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以及华南理工大学

共 8 所高校。从时间上看，中国的主要专利权人

都集中在 2011—2018 年间申请专利，除了国家电

网外，其他机构的专利技术保护区域全部都只在

国内申请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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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主要分布式能源技术专利申请机构包

括京瓷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松下电器、日新电

机株式会社、东芝公司、中国电力株式会社、三菱

电机公司、欧姆龙集团、富士电机株式会社、关西

电力株式会社共 10 家企业。京瓷株式会社最初

为一家技术陶瓷生产厂商，如今大多数产品与电

信有关，包括无线手机和网络设备、半导体元件、

射频和微波产品套装、无源电子元件、水晶振荡

器和连接器、用于光电通讯网络的光电产品，所

以其专利申请都集中在 2011—2018 年间，并且主

要布局在日本和进行 IPC 专利申请。而其它企

业，诸如日立制作所、松下电器、东芝等，在表 2 中

的三个时间段，均有分布式能源技术的专利申

请，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以及欧专局等进行

专利布局，并进行 IPC 专利申请，非常重视对其专

利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有效保护。

美国的通用电气以及韩国的三星 SDI，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分布式能源技术。主要集

中在 2001—2018 年间进行分布式能源技术的研

发，并主要在美国、欧洲和 IPC 专利申请。

4 我国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多能互补系统能够应对多种能源在空间和

时间上的不均匀分布，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实现

各种能源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

纳，提升供能可靠性，降低环境污染，优化能源结

构，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能源转

型有着重要意义。我国在多能互补系统的研究

开发及工程应用方面均面临许多挑战，在相关规

划设计、多能流建模、综合能量管理及协调优化

方面均与国际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在多种类型

多能互补系统的示范应用方面才刚刚起步。通

过对相关国际政策规划的解读以及关键前沿技

术进展和趋势的分析，结合专利的产出分析，对

该领域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注重一体化、智能化的多能互补系统顶层

架构设计和区域多样化系统方案开发。根据我

国能源资源结构特点，做好多能互补系统整体布

局规划。从能源全系统层优化现有能源系统，着

力发展融合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多能

互补系统，突破各能源子系统的互补和综合利用

技术。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能源资源特点、用

户需求特征等，因地制宜开发多样化的多能互补

系统方案，同时总结不同地区能源系统的共性进

行集中开发，避免重复导致的资源浪费。

2) 政府部门出台多层次支持政策和做好规

划协调，促进多能互补系统发展。政府相关部门

宜从总体布局、关键技术研发、示范项目部署、技

术应用补贴等多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另外，多能

互补系统的部署往往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进

行，因此也需政府做好协调规划工作，为多能互

补系统的部署提供良好政策环境。政府规划时

宜尽量覆盖整个价值链的利益相关方，综合征求

意见和建议，达成共识，以最大可能地调用各方

力量。在技术研发和部署过程中引入私营企业

的力量，促进公私合作，充分利用市场促进相关

技术发展。

3) 在技术研发上，高度关注信息技术和能源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慧能源技术。开展不同规模

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微网、适合多能互补系统

的复杂多能流建模和能量管理技术、需求侧管理

技术、大规模先进储能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示

范，同时开展未来多能融合系统中低碳醇和氢气

的制备和规模化利用，开发电制气、电制热、气发

电、气制热等能源转化子系统和“车辆到电网”等

用户端灵活储能方式的集成方案和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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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能互补系统的复杂仅通过数值模拟和实验室

研究无法充分理解，集成至能源系统和大规模示

范是重要途径。多种规模、多种形式的多能互补

系统的示范部署有助于增进对多能互补系统理

解，提高多能系统设计规划、运行管理和协调调

度水平。

4) 树立全球化视野，加快专利布局的国际化

进程。就分布式能源技术而言，尽管我国专利申

请量全球第一，但除了国家电网外，其他机构的

专利技术保护区域全部都只在国内。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和欧美国家十分注重专利布

局的国际战略。以日本为例，其分布式能源技

术，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以及欧专局等进行

专利布局，并进行 IPC 专利申请，非常重视对其专

利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有效保护。因

此，为了使自身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中

国企业应正视知识产权问题，加强知识产权布局

全球化意识，注重积累以及有效维权。

5) 大力发展多能互补系统相关基础设施，如

远距离特高压输电、通信基础设施、储氢及加氢

基础设施、智能电表、电动汽车智能充电装置等。

多能互补系统的一些关键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需

建立在完善的基础设施基础之上，政府宜采取激

励措施调动社会资源提前开展相关的部署工作，

为多能互补系统的应用提供土壤。

6)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分享成功案例和经

验。一方面借鉴国外发展的成功经验，如日本氢

能、智慧城市和智能社区技术，欧洲高比例风能

及太阳能集成技术，美国现代化电网、核能-可再

生能源混合能源系统技术等，积极主动利用国际

创新资源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多能互补系统研

究。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合作交流可以拓展我国

在多能互补领域优秀科技成果的应用范围，提高

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为落实“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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