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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际竞争日益加剧，标准在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

社会生活改善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应对我国电网公司在电力调度运行领域国际标准

申报中遇到的挑战，提升我国在国际电力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旨在探讨数字

电力系统技术标准体系国际化的策略。通过分析电力行业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架构和现行

管理制度，以制定数字电力系统技术标准体系国际化的工作布局和实施路径。通过上述

研究，开辟国际标准化交流合作的新路径，为电网公司在调度运行领域的标准国际化提

供明确的指导和建议，并制定有效的申报策略。并进一步增强电网公司在国际电力调度

运行领域的影响力，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的标准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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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id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the role of standards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lif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my country's power grid compan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power dispatching and operation, and to
enhance my country's voice and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tag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of digital power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and curr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power industry, the work layou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of digital power systems are
formulated.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a new path f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s opened up, clear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dispatching and operation of power grid
companies,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re formulated. It further enhances the
influence of power grid compani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wer dispatching and
operation and lays a solid standardization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world-class enterprise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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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竞争愈

发激烈，标准在科技、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愈发重要[1]。国际标准已成为各国参与国际

竞争、保障产业利益和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手

段，成为政府机关与跨国企业争夺的重要目标

[2]。在我国，电网公司作为电力行业的领军企

业，积极开展标准国际化工作，旨在提升国际

影响力和标准国际化水平。然而，电网公司在

调度运行领域的国际标准申报中仍存在一些

问题和困难，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存在一定差

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升我国在电力调度

运行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将探索

数字电力系统技术标准体系国际化的路径。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的标准化现状，开展以

下三项工作：（1）电力行业国际标准化组织

架构及管理制度现状分析；（2）数字电力系

统技术标准体系国际化工作布局；（3）数字

电力系统技术标准体系国际化路径探索。

通过以上研究，将明确国际标准化交流合

作的新途径，提出电网公司调度运行领域标准

国际化的路径和思路、申报策略。为电网公司

调度运行领域标准走出去、提高电网公司在国

际电力调度运行领域的话语权奠定坚实基础，

为电网公司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提供标准化支撑。

1 电力行业标准化现状分析

国际组织如 ISO、IEC、IEEE和 ITU已为

数字电网技术制定了多项标准，涵盖智能传感、

输电、变电、配电、用电、智慧能源、通信、

物联网和网络安全等。IEC的专门技术委员会

负责智能输电、变电和配电的标准化工作，

IEEE 支持清洁能源和智能电网的发展，ITU

负责远程通信和无线电通信的国际标准化。

ISO/IEC JTC1 SC41 专注于物联网的标准化，

包括传感器网络和智能电网接口。网络安全方

面，CC标准和 ISO27000系列标准提供了一套

建立和维护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MS）的通

用要求。

BS7799[4]是英国制定的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标准，分为两部分：实施规则和管理体系规

范。ISO27000系列标准，以 ISO/IEC 27001[5]

为主，提供了一套建立和维护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ISMS）的通用要求，适用于所有类型的

组织。TCSEC 是首个计算机系统安全评估标

准，分为四个等级、七个级别。ISO/IEC JTC1

SC27 的六个工作组分别负责网络安全管理、

密码学、安全评价准则、安全控制与服务、身

份管理和隐私保护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从国际标准上看，各标准技术委员会在数

字电网相关领域开展了一些标准化工作，尽管

如此，各标准技术委员会缺乏全面、系统的电

力行业数字化技术和数字电网技术标准化工

作。

2 数字电力系统技术标准体系国际化工

作布局

为了推动电网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电力研

究院构建了技术标准体系适应数字化发展的

映射表。这个映射表将电网公司的技术标准体

系与数字化需求相结合，以电网数字化视角进

行映射。随着对电网数字化的理解加深和公司

战略目标的变化，这个映射关系也会相应调整。

电网公司的电网数字化涉及五大关键环

节：电网设备、信息传输、数据平台、业务应

用和价值创造。电网设备构成了电力传输网络

的基础，包括传感器、一次和二次电网设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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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设施和工具，它们负责电力生产消费全链

条的感知和数据采集。电网公司利用低功耗广

域网、4G/5G公网、电力光纤、无线专网、工

业现场通信和北斗卫星通信等先进技术，构建

了高效的全域物联电力通信网络，提升了网络

带宽和覆盖范围。数据平台包括云平台、物联

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将物理电网映射到数

字世界，并通过数据聚合和复用支持业务资源、

系统和数据整合。电网公司通过数据挖掘，以

用户为中心，重塑了传统业务流程，提供了精

准、互动的综合能源服务和电力交易等新兴业

务领域。业务应用是电网数字化的核心，集成

资源，促进源网荷储协同互动，提高电网运行

效率，建设多元能源供应系统，为社会提供普

惠价值。此外，电网公司通过市场和技术手段，

横向连接能源服务，纵向提升智能制造协同，

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和工业物联网对接，实

现金融业务、国际业务及新兴业务的全面兼容。

价值创造展示了电网数字化生态和价值的重

要性，充分利用电力数据商业价值，支持政府

决策和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

技术标准体系映射表分为两层架构：

第一层是技术基础标准，涵盖了电力设备、

信息传输、数据平台、业务应用和网络安全等

领域的通用技术和指导性标准。电力设备包括

发电、输电、变电、配变、用电和工器具、仪

器仪表等设备标准；信息传输包括基础综合、

通讯协议等技术标准；数据平台包括电力信息

系统相关技术规范；业务应用主要涉及电网业

务相关技术标准；网络安全包括网络安全设备

类和技术规范。

第二层是技术专业标准，这些标准是相互

平行且相互影响的。电力设备类标准适用于业

务应用的各个环节；信息传输标准影响电力设

备和电力业务的各个环节；网络安全和数据平

台标准涵盖电网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规划设

计、工程建设、物资采购、调度与交易、生产

运维、市场营销、安全监管和新兴业务。

上述映射表架构基本继承了现有技术标

准体系，并根据数字化要求进行了迭代升级，

使其更符合数字化发展的需求，并为数字电力

系统技术标准体系国际化路径探索打下基础。

3 路径探索

3.1 积极参与我国承担秘书处的技术委员会

的标准化工作，利用现有平台，提出国际标准

立项建议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在多处领域承担了相

应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

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是我国电网

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重要平台。在涉及这

些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时，应积极参与我国

承担秘书处的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的标

准化工作，了解最新标准制修订动态，输入企

业自身专家，适时提出国际标准立项建议，将

企业需求和优势技术反映到标准中。为发挥企

业更大的能动性和主导性，通过组建国际标准

组织中的相关委员会和工作组（WG、SC、TC），

对于企业在国际标准申报中将具有更便捷的

通道。目前，新概念、新技术不断涌现，也给

成立新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及工作组带

来了很多的机遇。

3.2积极与 ISO、IEC等技术委员会在国内技

术对口单位联系，通过技术对口单位提出国际

标准立项建议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是由国家标准化管理

机关认可的国内组织，它们参与 ISO 和 IEC

的国际标准化进程。中国已经加入了 ISO 的

695个和 IEC的 169个技术委员会（TC）和分

委员会（SC），并且设立了国内技术对口单

位直接参与到这些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工

作中。这些单位的任务包括分发国际标准草案

和文档、分析国际标准的技术内容、提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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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组织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的

研究和投票、提出国际标准提案、建议新的技

术工作领域、以及组织专家参加国际会议等。

企业可以通过成为国内技术对口单位的一员

来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提交申请，并在获得批准后实际参与到国

际标准化工作中。对于那些还没有设立国内技

术对口单位的技术领域，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鼓励企业申请承担这些 TC、SC的国内技术

对口工作，并在相关活动中代表中国发声。

3.3 直接在 IEC/ISO 工作组会议上提出国际

标准立项建议

在 IEC/ISO、TC 工作组会议上直接提出

国际标准立项建议是一项重要举措。具体措施

主要包括联系工作组相关专家或推荐自己的

专家进入已建立的 TC或工作组。需要注意的

是，国际标准的制定周期较长，需要协调的事

项繁多。一项 IEC/ISO标准从立项到最终发布

至少需要 2-3年的时间。作为国际标准体系的

新加入者，公司不仅需逐步熟悉相关规则，还

必须应对那些在国际标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的工业化国家所带来的挑战。持续培养参与队

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由于直接提出国际标准立项的方式未经

过国内主管部门，因此需及时与国内主管部门

及技术对口单位进行沟通。相关提议、发言和

提交的文稿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符合我国利益，维护我国权益，有利

于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扩大影响、发挥作

用；

2）不涉及国家秘密和我国尚未公开的技

术秘密；

3）符合我国产业发展政策，有利于推动

我国行业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

3.4 借助 IEEE标准和 IEC标准互认的契机向

IEC标准过渡

IEEE 与 IEC 在 2002年 10月签署了双标

志协议（IEC/IEEE Dual Logo Agreement）。

根据协议，IEC 可以在不修改的情况下接受

IEEE的现有标准，并以封面打印 IEEE和 IEC

两个标志的形式发布。随后，分别在 2007年

6 月和 2008 年 7 月，双标志合作协议进行了

补充。2007 年 7 月的补充内容为 IEC/IEEE

Dual Logo Maintenance Agreement，允许 IEC

和 IEEE组建联合维护团队，修订在 IEC/IEEE

双标志协议下被 IEC 接受的标准。2008 年 7

月的补充内容为 IEC/IEEE 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允许 IEC 和 IEEE 共同开发新标

准或修订现有标准。在 IEC/IEEE Dual Logo

Maintenance Agreement中，规定如下：

1）如果 IEC决定修改双标志出版的标准，

必须获得 IEEE相关人员的授权；

2）如果 IEEE 决定出版单标志（仅打印

IEEE标志）的修订版本以取代原标准，则 IEC

将废止现有的双标志国际标准，IEEE可将修

订后的标准提交给 IEC，作为再次出版双标志

标准的依据。

3.5 通过 CIGRE发布专业学术报告向 IEC输

出

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是一个非营利

性国际组织，成立于 1921 年，总部位于法国

巴黎。它专注于电力装备技术、输电系统规划、

建设和运行，以及保护、远动、通信等支撑系

统的规划、建设和运行。CIGRE 的研究成果

为 IEC 标准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在

IEC61850通信协议的应用上。CIGRE的出版

物包括技术手册、工作报告、学术委员会论文

等，这些出版物由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出版。技

术手册包含学术论文，展现技术最新发展；工

作报告则针对特定话题或研究成果；学术委员

会论文在巴黎会议或研讨会上发表，旨在完善

和推广研究成果；提交给 IEC的工作报告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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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CIGRE在 IEC专家中的影响力，为申报

IEC标准奠定基础。

4 结论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电力系统技术标准体

系国际化的路径。通过分析当前的标准化工作

趋势，明确了在安全稳定控制、电源并网与运

行控制、通信与数字化、电力市场等领域的国

际标准化工作需求，并提出了电网公司调度运

行领域标准国际化的路径和思路、申报策略。

通过该研究推动我国电力行业标准化工作的

发展，提升我国在国际电力行业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然而，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在国际标

准领域的编制规则掌握不够，标准管理经验不

多，缺乏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在推进国际标准

制定工作时也将面临一定的挑战。因此，需要

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深化研究，推动我国电

力系统技术标准体系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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