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电 力 企 业 联 合 会

标准函 匚2022〕 41号

中电联标准化管理中心关于印发 《标准支撑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行动计划 (zf1”-⒛犭年 )》

的通知

各电力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为推动发挥标准化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的基础性、引

领性作用,我 中心编制了《标准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行动计划

(2022-⒛ 25年 )(以下简称
“
行动计划

”
)。 请结合本专业领域

标准化工作,围 绕
“
行动计划

”
提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专

项计划,认真研究落实。

附件 : 标准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行动计划(2022年一2025

年 )

中国电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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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标准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步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必然选择，是推动能源革命的必然要求。为推动发挥标

准化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制定本行动

计划。 

一、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遵循“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文件有关要求，坚持系统

设计、统筹推进，强化标准引领、创新合作，加强新型电力系统标准

研究和布局，优化电力技术标准体系，保障新型电力系统标标准供给，

助力电力技术创新和电力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二、 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阶段性要求的标准

化工作新局面。电力标准体系进一步优化，电力标准组织体系更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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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电力标准质量进一步提升，电力标准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标准

化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电力标准体系进一步优化。统筹谋划新型电力系统标准体系

顶层设计，基本形成覆盖源、网、荷、储各方面，涵盖规划设计、工

程建设、物资采购和生产运行等各环节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

标协调统一的新型电力标准体系，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各环节和产业链

条整体协调发展。 

——电力标准引领支撑作用充分发挥。完成新型电力系统重点领

域标准研究和布局，以保安全、保供应、促新能源消纳为核心，形成

一批支撑和引领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关键技术标准。坚持新型电力系

统标准化与电力系统技术创新、工程示范一体化推进，增加新型电力

系统标准有效供给，标准促进电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助推产品市场

化、产业化作用进一步凸显，标准对能源、电力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和新模式发展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电力标准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电力标准区域合作取得显著

阶段性成果，电力标准国际化渠道不断拓宽，与国际相关标准体系的

对接与兼容程度进一步提高，电力标准有效支撑电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建设，有力促进国际电力产业产能、装备制造合作。 

——电力标准工作机制更加完善。电力专业标准化组织机构进一

步健全，标准化管理手段不断丰富和创新，电力行业标准化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高，电力标准化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充分

支撑电力企业转型发展。 

三、 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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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体系研究，统筹协调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标准化工作。

组织开展新型电力系统标准体系、电力低碳标准体系研究，从源网荷

储、电力安全、节能环保、新技术应用、新业态发展等不同方面，研

究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标准需求，明确各领域、各层级标准关系，加强

标准之间的统筹协调，注重各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协同合作，为标

准化支撑电力绿色低碳发展做好顶层设计。 

（二）加强电力安全领域标准研究，切实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研究双高双峰（可再生能源和电力电子设备比

例“双高”、冬夏负荷“双峰”）形势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控制

领域标准制定。加强电力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标准研究。推进电力应

急技术和管理领域的标准研制，提升电网应对极端事件的预防、抵御、

响应能力以及快速恢复供电的能力。 

（三）加快电源结构转型升级相关配套标准研制，为新能源逐步

发挥主体作用提供标准支撑。有序开展发电各专业领域智能化技术要

求及分级评价标准编制，加强机组及设备状态评估、延寿和更新改造、

关键部件性能评估等方面的标准研制。加快完善海上风电、分散式风

电相关标准。抓紧完善大型光伏电站、分布式光伏、户用光伏相关技

术标准。加快西部重大水电建设项目配套标准完善升级。建立完善光

热发电标准体系。抓紧完善以消纳新能源为主的微电网标准。持续完

善燃气发电、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等发电形式的技术标准体系。加

快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常规岛配套标准体系研究。 

（四）完善输变配电领域相关标准，促进发挥电网资源配置平台

作用。进一步优化完善特高压交、直流标准体系建设和标准制修订，

支持主干网架和跨区输电通道高效规范建设。加强电力设备智能运检、

状态检修等领域标准化工作，提升电网设备运行管理效能。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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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电网领域标准化工作，优化完善配电网规划、建设标准，提升

配电网智能调控和双向互动能力，保障分布式电源就地消纳与多元化

负荷灵活接入。 

（五）加快电力需求侧和电能替代领域标准研究制定，有效拓展

电网调节资源，促进提高电气化水平和效率。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标

准研究和制定，重点研究电力需求侧资源开发、应用等配套标准，为

提高电能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支撑。加快以电代煤、以电代

油、以电代气等领域重点标准的制定，助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

部门电气化。继续积极推进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与服务网络建设相关

标准化工作，持续推进港口岸电、轨道交通、城市公交等交通领域电

能替代标准制定。 

（六）加强储能领域标准研制，推动实现新型储能技术科学发展。

完善储能标准体系，加快电化学储能电站工程建设、生产运行及安全

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快物理储能领域关键环节标准制修订工作。

完善抽水蓄能及水电站抽蓄化改造技术标准体系。 

（七）加强电力节能与低碳标准研制，推动实现能源绿色低碳发

展。大力推动能效评估、绿色电力交易和能源托管等标准研制，促进

节约用能新方式。优化完善电力低碳标准体系，持续推进发、输、变、

配电各环节的低碳标准研制，促进电力系统的低碳发展。开展碳评估，

碳核算，碳计量，碳核查，碳监测，碳足迹，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和

碳评价等电力低碳标准化工作，助力电力绿色低碳转型。 

（八）加强新技术新业态领域标准预研，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开

展氢电耦合、电力人工智能、电力集成电路、电力区块链、电力智能

传感、电力数字平台、北斗及地理信息等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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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电力技术与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应用。推动能源互联网、

综合能源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和重要标准制定，助力智慧能源系统建设，

为培育新型商业模式，拓展多元化、定制化综合能源服务，促进电力

企业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九）推动电力市场标准研制，助力电力市场机制建设。推动成

立电力市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面向电力中长期交易、电力现货交易、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绿电交易、分布式发电交易等多种交易形式

和市场模式，从电力市场运作的全流程研究电力市场标准需求并制定

相关标准，促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电力系

统灵活调节能力挖掘和新能源消纳。 

（十）深入开展电力标准国际化工作，促进电力高水平开放。继

续加大参与 IEC、ISO、ITU等国际标准化活动力度，推动区域标准交

流合作，大力推进中外标准互认，构建与国际标准兼容的标准体系，

系统开展电力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提升电力行业标准国际化水平，

助力电力企业走出去。 

四、专项计划 

（一）电力低碳标准体系研究 

开展电力低碳标准化顶层设计，构建涵盖电力领域碳排放计算与

监测、碳捕获利用与封存、低碳市场机制以及低碳评价与评估的标准

体系，有序开展碳核算核查、碳减排量、碳排放强度、节能、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CCUS、碳汇低碳技术、协同降碳、碳足迹、低碳管理

及评价等关键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助力电力行业企业逐步实现减

碳、无碳、去碳目标。 

（二）双高双峰形势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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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B 38755-2019《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为基础，研究双高

双峰形势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领域标准需求和现有标准的适应

性，持续完善涵盖新型电力系统分析认知、运行控制、故障防御、网

源协调等重点领域标准。 

（三）燃煤发电机组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标准体系研究 

总结国内外煤电机组深度调峰灵活性改造试点示范经验，从机组

安全、机组经济性、设备寿命、新技术可靠性、新技术造价、调度运

行、经济评价等方面展开研究，梳理煤电灵活性改造涉及到的关键技

术，提出煤电灵活性改造的标准需求和标准体系框架，制定锅炉汽机

深度调峰安全性、锅炉低负荷稳燃、火力发电厂深度调峰性能测试评

估、与燃煤机组耦合的熔融盐储热系统、燃煤机组电锅炉技术条件等

相关标准。 

（四）光伏发电标准研究 

以大型陆上光伏电站、水上光伏电站开发、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建设为契机，开展光伏大规模接入、电化学储能合理配置等条件下的

关键技术标准研究，持续推进光伏发电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

安全、并网技术要求、关键设备技术要求及检测等方面标准制修订工

作。开展设备状态评价、智能化光伏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五）风力发电标准研究 

结合海上风电场建设，进一步健全海上风电场标准体系。结合风

电场延寿改造需求，开展风电场设备延寿评估、电站升级改造标准研

究。结合电力气象、风电功率预测技术研究，进一步提高风电功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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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标准要求。根据设备状态评价水平，开展风电场智能化标准研究工

作以及风电运行维护、检修、安全方面标准修订工作。 

（六）虚拟电厂标准研究 

以国内外虚拟电厂相关研究成果、应用试点为基础，开展虚拟电

厂标准体系研究，分阶段立项制定虚拟电厂领域重点标准，包括双碳

目标下的虚拟电厂性能指标设计与计算方法、虚拟电厂系统技术规范、

资源分类、建模和聚合技术规范；虚拟电厂的检验层标准、各种接口

标准、信息与通信运营标准、电力用户侧交互规范、电力市场侧交互

规范；虚拟电厂典型运行场景下的效果监测规范等。 

（七）储能标准研究 

结合建设新型电力系统需求，研究电化学储能、飞轮储能、压缩

空气储能、抽水蓄能配置需求及水电站抽蓄化改造相关技术标准。加

强储能安全标准研究，加快制定新型储能安全相关标准，进一步完善

基础通用、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协调控制、设备及试验、

安全、技术管理等专业技术领域标准，开展压缩空气、超导、飞轮等

不同应用场景储能标准制修订。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储能电站智

能化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八）氢-电耦合标准研究 

加快电氢耦合、氢电耦合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和标准体系构建，

结合氢能能源属性，开展氢能安全要求相关标准预研，全面梳理氢电

耦合场景中的技术标准，重点制定可再生能源制氢、氢能发电及综合

利用等关键工艺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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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力市场标准研究 

以能源行业电力市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为契机，开展电力市

场领域标准化的理论、方法研究, 提出电力市场标准体系框架及其建

设思路，分阶段开展电力市场基础及通用标准、市场交易组织、市场

交易结算、市场信息披露、市场分析评估、市场技术支持系统等重点

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稳步推进我国电力市场标准化体系建设。 

（十）亚太电协及澜湄区域等区域标准化合作研究 

在亚太电协、澜湄区域电力合作框架下开展区域标准化合作研究，

成立亚太电协标准化工作组，推动成立澜湄区域电力标准联盟，加强

区域标准化交流和合作，开展区域电力标准联合提案和编制，推进标

准互认、检测认证互认等合作，在区域标准化领域为中国电力标准走

出去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设立中电联标准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标

准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在标准化主管部门、电力行

业主管部门、相关行业、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之间建立有效沟通

联系机制，统筹协调推进标准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各项工作。建立

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协调合作机制，做好交叉融合领域标准化工

作。 

（二）强化不同层级标准统筹协调。落实《标准化法》要求，系

统确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在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中的定位和作用。强化强制性标准保安全、兜底线的定位；突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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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性标准的公益属性；培育发展团体标准，发挥其快速反映市场和创

新需要优势，增加新型电力系统标准有效供给。 

（三）充分发挥标委会作用。在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

继续推进落实标委会定位改革工作，在强化标准预研、开展技术验证、

发展标准衍生物、促进国际国内标准协同、扩大标准化参与代表面等

方面探索新的工作机制，增强标准化全过程理念以及全生命周期标准

质量理念，激发标委会活力，为新型电力系统标准化工作做好支撑。 

（四）强化新型电力系统标准应用。夯实标准的技术基础，坚持

新型电力系统标准化与电力系统技术创新、工程示范一体化推进，充

分发挥电力企业承担的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作用，做到标准从需求

中来，到应用中去，切实发挥标准在技术创新和生产实践中的桥梁纽

带作用，指导新型电力系统科研、生产和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