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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能源
“不可能三角”的最优解

 文／吴吟

“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是多样的，包括把节能优先方针落到实处、做好煤炭利用这篇

大文章、以电力为中心、发展生物质能源、构建智联互动的综合能源系统等。

节能是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重要方向，大致可以分为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

系统节能和文化节能几方面。由于综合能源服务是一个整体系统，所以需要更加关注系统节

能。综合能源服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其一，发展综合能源服务的目的是什么？能源有“不可能三角”，既要确保安全稳定供

应，又要做到清洁低碳，还要具有经济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综合能源服务就是要在面

对“不可能三角”时，寻找相对最优解。

其二，综合能源服务通常是以电力为中心，集成燃气、热、冷、水等不同能源资源，并

综合应用“云大物移智链”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实现多种能源和相关产品的优化配置。其宗

旨是要保障能源稳定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用户成本，促进能源低碳绿色转型。

其三，综合能源服务的特点可概括为：系统化思维——坚持系统观念，整体考虑总体与

局部、时间与空间的要素结合；集成化创新——需要融合投资、建设、运维、信息、数字化

技术等多环节多要素，横向协同电、热、冷、气等多能互补，纵向协调源、网、荷、储等不

同环节，并进行集成创新；个性化服务——用户需求呈极端个性化特征，不同地区、不同时

段、不同服务对象需求不同，需要量体裁衣、定制服务。

其四，综合能源服务原则可以概括为：用户第一、效率为本、安全优先、绿色低碳、经

济便捷、智联互动。

其五，关于综合能源服务的主要环节。首先要摸清情况，分析采集到的数据，准确掌握

风电、光电、水电、火电、储能以及热、冷、气、水等各类能源资源的互补调配能力。其次

要科学分析，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迭代出各要素最佳组合。再次是优化方案，根据外部条

件和用户需求，提出操作性强的方案。最后是组织实施，跟踪分析用能行为特征，及时优化

服务方案，为用户提供更为精准化、智能化的高质量用能服务。

其六，关于综合能源服务发展保障。一方面，应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消除地区壁垒和行业壁垒，统筹实施各类能源政策及相关政策。另一方面，

要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深入推进电力、油气市场化改革，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形成综合

能源服务价值实现机制。

节能提效将成为落实“双碳”目标最经济、最现实、最重要、最持久的措施，而综合能

源服务将成为节能服务的主流模式。“十四五”期间，综合能源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综合能

源服务投资持续增长，综合能源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同时，综合能源服务商业模式也将由单

一的节能效益分享，拓展为包括能源采购费用承包托管、内部能源资产所有权变更等在内的

多种商业模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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