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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创造出新的业务需求，相关科技企业的发展前景
广阔，电力领域的人工智能投资是一片新蓝海。

文  |  范开元 林海瑞

人工智能在电力领域的
布局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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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业务流程的方式。特别是已

有人工智能应用雏形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输

变配设备管理、客户服务、电力调度和市场化

出清算法、现场作业和辅助决策等。

电力领域升级人工智能应用可从三个方面

入手。

第一，从架构设计入手。过去，电力行业

一般会在开源的框架下做一些有电力特色的算

法和模型研究，但无法在设计架构时就为电力

行业量身定制。目前，电力行业和信息技术行

业积极寻求合作，在大模型的基础上实现升级，

特别关注图数据库、智能语义识别等技术。通

过获取并注入关键的电力行业语料，让模型拥

有电力基础知识，再经过适量的精心标注的数

据进行预训练，模型就能产生处理电力系统特

定任务的能力。

第二，从样本学习入手。包括电力行业在

内的传统工业行业在运行过程中，大部分情况

都是正常状态，出现异常故障的情况相对较少，

因此异常行为、突发状况都是典型的小样本，

难以被大模型使用。因此，可以引入多模态机

器学习，通过故障缺陷库和案例库等小样本模

型，连接强大的预训练视觉和语言模型、处理

视觉和文本数据序列，使用少量注释示例即可

构建可以快速适应众多任务的模型。

第三，从外部行业成功案例入手。能源行

业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所在的行业，新技术需

要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和试验才能批量化应用。

其实，某些不同应用场景的数据处理经验和做

法可以复用，例如，游戏公司、气象研究机构

等同样要进行海量的数据运算以及复杂的交互

过程，关注相关领域的市场规律有助于挖掘具

有潜在成长性的企业。

科技企业如何布局
针对以上三个突破点，相关科技企业可以

电网的存量市场
足够大，而人工
智能在电力领域
的应用又孕育了
新业务，在增量
市场和存量市场
的双轮驱动下，
人工智能的发展
空间巨大。

随着预训练技术的进步和硬件性能的提

升，人工智能技术迎来了革命性突破。人工智

能技术或将成为未来的关键基础设施，推动各

行各业高质量发展。

电力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网络，人工智

能技术将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创造出新的业

务需求，相关科技企业的发展前景广阔，电力

领域的人工智能投资是一片新蓝海。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在电力系统中，人工智能有许多应用场景。

设备智能化管理、新能源功率预测、系统运行

仿真与优化就是其中典型的三个。

电力设备在运行中难免出现磨损、腐蚀等

情况，可能会导致设备的性能劣化、寿命减少，

甚至引发电力安全事故。因此，感知设备的状

态并进行故障判定、应急处置至关重要。人工

智能技术能精准且快速地进行故障定位，极大

降低了故障发生的可能性，为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提供了支持。

例如，对于主变压器的高抗电抗器 等关键电

气设备，人工智能会利用电学、光学、声学、化

学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诊断，提供检测与运维服

务。无人机线路巡检技术、区域监控技术、图像

识别技术等，也加快了线路故障排查和定位。

预测风电、光伏发电的功率，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模型的重要应用领域。新能源发电具有极

强的波动性，需精准预测其出力大小。人工智能

基于历史数据，通过复杂算法提高了功率预测的

准确性，优化了电网的运行和调度。目前，这一

应用场景的市场规模已经显现，预计将在未来几

年显著增长。

电网系统作为一个极复杂的实时运营系

统，在接入新系统或进行老旧线路改造时，均

需通过样本仿真技术对现有结构进行模拟。人

工智能为进一步挖掘电网稳定规律提供了数据

基础，实现仿真曲线的自动分析，识别各种失

稳形态。

升级人工智能应用的突破点
电网的存量市场足够大，而人工智能在电

力领域的应用又孕育了新业务，在增量市场和

存量市场的双轮驱动下，人工智能的发展空间

巨大。

电力行业应做好顶层设计梳理，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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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应做好
顶层设计梳理，
长期观察人工智
能深度嵌入业务
流程的方式，从
业务流程中寻求
投资点。

（作者均供职于国网英大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布局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路线，以争取电

力行业的投资机会，但还需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专用型人工智能赛道具有固有局限

性。专用型人工智能的特点是匹配要求高、定

制化研发周期长等，企业在开发相关技术后，

或许针对电网内某一特定领域具有拓展空间，

但在向其他行业拓展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需要企业进行大量的商务活动和技术研发攻关。

第二，短期内缺乏一致性标准。专用型人

工智能的标准尚未成体系，产品和服务质量主

要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难以形成业内

一致认可的规范化参数和可复制的标准化流

程，容易出现判定结果不准确或服务质量良莠

不齐等问题。

第三，可量化的商业模式仍需要积累。因

客户需求不一、资源分配不同，难以合理区分

成本和利润，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价格不透

明等问题，缺乏标准的商业模式或盈利预计，

采购价格往往履行概算成本，真实的利润率差

异极大。

第四，需要进行持续研发和客户维护。随

着新技术出现，原有技术必然进入饱和和衰退

期，只有不断进行技术更新才能永葆市场活力，

二次成长曲线的不断迭代尤为重要。

多维度评价产业链上的企业
研发新技术的能力、在行业内制定标准的

能力是衡量人工智能企业的重要内容。企业投

入技术研发以及生产的资金比例、研究人员解

决技术痛点的专业能力等，是技术驱动型企业

的立命之本。

在筛选相关企业时，优先从获得行业技能

比武大赛等奖项，或参与过行业标准制定的企

业中进行筛选，深挖技术力量，结合公开资料

了解其中标和履约情况，开展必要的业内咨询。

企业在行业标准制定中的参与度主要取决于企

业进入此行业的时间，以及是否具备足够的项

目技术经验沉淀。现阶段，技术规范尚未达成

一致，提前布局有助于企业获得行业的主导权，

引领发展方向。

企业从市场获取订单的综合实力也很重

要，合理的订单增长往往可以印证某一技术需

求的迫切程度。另外，要全面看待企业的财务

指标，初创型企业的经营利润往往不及预期，

需要从收入增长、研发费用支出等角度综合评

估，特别注重订单获取的规模是否真实匹配需

求，以及其可持续性。

在筛选企业进行投资时，还应结合相关专

家的意见，分析和挖掘未来潜在的投资机会，

做好技术再研究，为后续的投资奠定基础。同

时要保持开放心态，打破经验主义，提升对于

创新原理的包容度，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技术开

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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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人工智能分析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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