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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电网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架构和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对电力客户、电力资产、电力运营的

持续监视，利用&ldquo;随需应变&rdquo;的信息提高电网公司的管理水平、工作效率、电网可

靠性和服务水平。虽然国际上对智能电网研究和应用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欧洲、美国、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智能电网及其相关领域取得明显成果，电网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企业动态方面，2020年8月，由中国电信牵头并联合南方电网、国家电网、华为以及海内外运

营商、设备商等28家成员单位提交的5G智能电网研究项目在3GPP R18中成功立项，将第一次

定义5G智能电网端到端标准体系架构，为5G智能电网的快速发展奠定标准框架和平台。2020

年12月，中国移动、南方电网、中国信通院、华为等单位联合开展的5G+智慧电网项目，在

深圳等地区取得了圆满成功。各方将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在5省份扩大应用推广，预期将带

来超过50亿元的经济效益。2021年7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ldquo;七一&rdquo;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研讨会，提出以坚强智能电网

为枢纽平台，以源网荷储互动与多能互补为支撑，加快打造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

、智能友好、开放互动的新型电力系统。 

2022年3月，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以

电网为基础平台，增强电力系统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2022年7月，住建

部、发改委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求推进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利用、混合电网应用，提高分布式电源和配电网协调能力。2022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提升电网安全和智能化水平

，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完善电网主网架布局和结构，有序建设跨省跨区输电通道

重点工程，积极推进配电网改造和农村电网建设，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 

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电网在电力系统运行、设备状态监测、用电信息采集、营销业务系统

等各个方面产生和沉淀了大量数据，充分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智能电网大

数据应用众多，涉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节能经济调度、供电可靠性、经济社会发展分析等

诸多方面，预测未来智能电网大数据发展前景可期。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建设下智能电网行业深度研究与前景趋势报告》共

十八章。首先介绍了智能电网的概念、特征、功能等，接着深入分析了国内外智能电网产业

的发展状况，并对中国智能电网的区域发展、运作管理大数据在智能电网的应用及相关企业

进行了细致透析。随后，报告对中国智能电网产业的投资潜力做出分析，最后预测了智能电

网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电网公司、产业研究报

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



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智

能电网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电网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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