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区块链的共享储能应用平台 
 

一、单位简介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

额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承担着保障安全、经济、清洁、可持

续的电力供应的基本使命，供电面积 62.2 万平方公里。公司注册资本 142.76 亿元，资产

总额 432.32 亿元，下属 20 个职能部门、8 家地市公司、10 家业务支撑单位，共有职工 7930

人。公司连续 5 年保持“青海企业 50 强”第二名。 

深圳前海益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益链科技是一家聚焦于“区块链+产业”，定位于利

用区块链技术及服务，结合行业需求，整合金融等相关资源，推动场景创新及行业生态聚变

的科技公司。公司拥有自主产权的区块链底层技术，核心团队来自华为、英特尔、百度、国

泰君安等业内领先企业。公司已在基于区块链增信的供应链金融，溯源防伪，普惠金融，可

视化政务治理，智慧能源交易，公益，体育等不同领域落地诸多创新场景。公司致力于区块

链技术及相关产业级应用开发，已申请数十项中国发明专利以及国际发明专利。 

二、引言（介绍项目现在的背景） 

作为我国新能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青海省新能源行业发展处于国内各省市区前列。

截至 2019 年 12 月，青海省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3182 万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分别

为 1119 万千瓦和 487 万千瓦，新能源已成为青海第一大电源，目前装机占比已达到全省

装机的 50.5%。然而，与传统的火力、水力发电方式相比，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出力

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受天气条件的影响大，出力可调控能力差，短时间内极易出

现功率过剩或缺额现象，给电网规划与调度运行带来挑战。储能是解决青海省新能源发电和

负荷用电时空不匹配的绝佳手段，它能够将电力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进行解耦，使得传统实

时平衡的“刚性”电力系统变得“柔性”。 共享储能是在能源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新一代

储能理念，具有分布广泛、应用灵活的优点，可以有效提升高渗透率下电网的稳定特性和对

新能源的消纳能力，目前已成为能源互联网框架中储能应用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当前，共享储能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共享储能交易运行技术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开展。

一是研究能够配合电力系统调度以及新能源电量交易的共享储能交易机制，考虑峰谷电价和



新能源补贴政策影响，构建适用于源、网、荷侧不同商业运营环境下的共享储能交易模型；

二是解决共享储能的市场化交易公信力、市场交易结果精确区分和控制等问题，提高共享储

能交易的公平性、透明性。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分布式数据库技术，能够支持海量用

户的点对点交易，以智能合约的形式自动执行交易结果的清分结算，成为共享储能交易运行

的支撑技术，实现可信能源交易。 

三、案例情况概述 

储能作为一项新兴主体，在陆续出台的政策中逐渐被列为电力市场的参与主体，为储能

实现商业化运行、充分发挥其可提供多种类服务的潜力提供了可能。通过研究并实现基于区

块链的共享储能运营管理平台，应用区块链的三大功能包括数据存证、智能合约和数字通证，

保障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的交易合法、安全、有效性，助力青海电力市场化交易实现“公

开、公平、公正”的三公目标。区块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可以确保链上数据的真实可信，

自带的多方参与的属性可以实现数据的安全快捷的共享，通过把链上数据开放给政府、监管

机构和用户来提高数据的公信力和使用价值；基于存证数据编写清分结算的智能合约，任何

参与方可以核实以智能合约的形式实现的清分结算规则，检测清分结算的结果，保障清分结

算的透明、可信；通过发行数字通证对清分结算的结果进行记账，既可以保证账目的清晰、

安全、可追溯，又推动了电费资产的数字化，为未来开展更广阔的金融服务奠定基础。 

四、行业痛点和解决思路 

行业痛点：  

当前，能源转型势在必行，新能源发展如日中天。然而，受其发电波动性强的影响，

新能源消纳成为全球亟需突破的难题。青海作为我国新能源装机占比最高的省份，也面

临着同样的困惑，特别是 2020 年由青海送出的全国首条清洁能源特高压通道建成后，

电量组织存在诸多难题亟待解决。青海省新能源电站发展起步早，目前是全国新能源装

机占比最高的省域电网，弃电问题日趋严重，2019 年新能源弃电率指标达到 5.8%。  

解决思路： 

 在能源互联网背景下，青海新能源成为发电主体，而储能系统具有灵活充放电能

力，共享储能的推广应用将为减少新能源弃电，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提供很好解决方

案。但储能系统的成本效益、价格响应等涉及的因素繁多，储能的市场和价格机制不完



善，因此需要开发新的能源管理系统和分布式控制策略，进一步探索储能资源参与大规

模新能源消纳的商业模式和价格激励机制，构建开放、共享、透明、公开的市场化交易

环境，为更多储能企业参与辅助服务交易提供便利。 

 我们将区块链技术引入新能源辅助服务交易，搭建了以省电力调控中心为盟主的

共享储能调峰市场交易联盟链，着力解决储能调峰交易结果数据存证、智能合约清分结

算和财务通证记账以及电费资产证券化的问题，提升市场交易的公信力。 

    基于区块链的新能源数据存证流程：交易执行合约和结果作为交易凭据在区块链平

台完成存证，依托智能合约完成交易清分和结算，查询分析。保证了交易从组织申报、

出清、执行、清分、结算各个环节的安全、透明、可信。 

交易量价信息上传到区块链进行存证，使用智能合约进行清分结算，得到最终的

计费信息，计费信息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各个电厂应该获得的收益，或者是用户需要支付

的资金，也可以直接将计费信息上链存证。在区块链上可以发行通证，分别表示应付和

应收，根据计费信息，利用通证转账的智能合约最终把通证转移给不同的市场主体。 

 

五、（业务优化）使用区块链前后的业务逻辑对比/优化 

 

                          应用区块链后的业务流程 

共享储能系统作为新型储能应用、信息物理融合、多元市场融合的“互联网+”

智慧能源产物，需要建立快速、公开、透明、安全的运营交易体系，从而实现“储能共

享、多能协同、信息对称、供需分散、系统扁平、交易开放”等功能。而按照传统交易



规则设计的共享运营交易平台在解决多主体间的可信认证、交易的安全性、账本记录与

追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技术限制，无法满足现有交易的需求。 

区块链技术本身就在革新传统的多方交易模式，以保障信任为核心，促进交易、

认证等多方面高效运行。因此，在考虑国网公司内部网络安全的前提下，以泛在电力物

联网建设为契机，通过实践基于区块链技术共享储能系统商业运营与交易模式的应用。

构建基于区块链联盟链架构下共享储能用户、新能源发电商、服务供应商等多主体间交

易体系，并针对共享储能运营交易中的可信认证、交易执行、对账出清、结算支付、分

布式数据存储与数据分析、账本记录与追溯、用户隐私保护、用户分级等问题，构建合

理的共享储能交易规则，基于区块链平台完成相应功能实践应用。 

六、应用成果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储能调峰市场化交易平台从 2019 年 6 月 18 日正式启动试运行。截

止 2019 年 12 月底，累计组织储能参与调峰市场化交易充电电量 1648 万千瓦时，放电电

量 1286 万千瓦时，区块链交易存证数据上千万条，为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是新能源在全国落地实践的重要里程碑，国资委、能源局纷纷报道。 

   

 

 

    为何采用区块链技术，说明区块链在其中的不可替代性 

   （1） 融合区块链加密技术、智能合约和共识机制，将新能源受阻电力、电量与储能系

统接收电力、电量通过信息技术采集过程记录在区块链上，可视化、可追溯； 

   （2）优化了源储两端电力、电量、电价难以精准区分、匹配的难题。基于区块链底层

实现具有配合能量调度、新能源电量交易统计等功能的系统，优化了新能源电厂和储能电站

的快速撮合交易实施难度大的问题，保证了交易数据安全管理、共享和对等可信传输； 

   （3）区块链的融入使各参与方共享数据更加安全、方便、可信。数据所有权明确：所

有数据都是通过各自的节点上传，再由区块链同步各节点上传的数据，由于区块链上的数据

无法篡改，所以数据所有权在上链的那一刻就得到了确定； 

   （4）由于其他各方所传的数据所有权明确，可以对上传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及时的发



现异常数据，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数据交叉验证增强了数据可信度，增加电网的公信力，最

终可以实现“三公” （公平、公正、公开）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