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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电网相关专家的基本介绍及其观点阐述 

 

  【OFweek 智能电网在线讯  文/Kinshale】 

 

  2011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作为规划中的智能电网也被推向最前端。“十二五”规

划纲要中提到，适应大规模跨区输电和新能源发电并网的要求，加快现代电网体系建

设，进一步扩大西电东送规模，完善区域主干电网，发展特高压等大容量、高效率、

远距离先进输电技术，依托信息、控制和储能等先进技术，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切实

加强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增强电网优化配置电力能力和供电可靠性。国家拟资 2.5

万亿全面建设中国坚强智能电网，其中将投资超过 5000亿元建成“三纵三横”特高压

交流骨干网架和 11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资额相当于 2个三峡工程”，其中交流

特高压的投资额约占 2/3。 

 

  面对这如火如荼的智能电网建设，业内的相关专家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

赞成特高压电网建设，也有反对的。有为智能电网建设出谋划策的，也有提醒智能电

网建设需要注意的事项„„以下就是各专家的基本介绍及其对智能电网、特高压、三

华联网的观点。（按姓氏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排名） 

 

  白建华，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数控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机械

电子工程专业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曾先后主持或独立完

成 17项较大的纵横向科研项目，都已成功的用于生产。在国内率先开展微型计算机应

用于数控机床的研究，其中应用微机数控技术研制的“微机数控车床”等项目。 

 

  认为特高压载入“十二五”规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具体还是要落实到规划

上。不走特高压这条路，很多东西会进入死胡同。在他看来，假如煤炭基地还是继续

以外输煤为主，将陷入很多问题：铁路运煤能力不足、公路运输压力过大、用户端的

环保压力太大。而且，各大发电公司煤电亏损局面非常严重，特高压加快发展，可以

间接地解决中间环节造成煤炭价格疯涨问题。 

 

  陈清泉，香港工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矿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香港第一位）；陈清泉院士是世界著名的电机、电力驱动和电动车专家，

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主任；世界电动车协会创始人、主席，被誉为“亚洲电动车

之父”。 

 

  认为电动汽车要与智能电网建设结合、与物联网技术结合。与智能电网结合可以

实现三赢，其一是对电网有利，电动汽车的电池作为移动储能工具，能发挥削峰填谷

的作用，提高电网稳定性。作为智能电网的一部分，电动汽车将在智能电网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其二是对电池有利，智能电网能够实时监测电池状态和电网频率，避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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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的过充或过放，提高电池安全性、延长使用寿命。其三是对新能源有利，以电动汽

车作为储能装置，有助于解决风能、太阳能发电接入电网的运营问题。 

 

  丁功扬，原电力规划总院规划处长，现任国家电网建设公司顾问等职。曾和原国

家计委燃料动力局局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蒋兆祖等 23名专家联名上书，

反对国家巨额 3000亿投资的交流特高压。 

 

  反对国家巨额投资其中的交流特高压。认为交流投资额是直流的 2~3倍，预计亏

损不亚于高铁，如果国网把损失转移到电费，必然会提高电价，最终由全民埋单。” 

 

  姜绍俊，历任水利电力部、能源部生产司和经济调解司等高层职务及技术专家，

曾先后承担过中国电力发展“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的编制咨询，核电发展战略，

以及中国电力业技术咨询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反对交流输电，坚持认为从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考虑，直流输电（包括特高压

直流）才是远距离输电的优选方式。 

 

  蒙定中，原电力部生产司教授级高工、国际大电网委员会 CIGRE和美国 IEEE会员。 

 

  反对国家巨额投资交流特高压，反对“三华联网”，认为交流特高压全国联网破坏

我国分层分区的电网安全，且技术在国外已经证明不可行，既不经济，又很危险，长

距离输电应用直流，很大风险会造成全国大范围停电。 

 

  刘振亚，山东工学院电力系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山东大学电

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电气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张加快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具有信息化、数字

化、自动化、互动化特征的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提出发展特高压必须坚持“强交强

直、先交后直”的基本原则。 

 

  陆启洲，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毕业，高

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认为智能电网正是风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一个重要选择，发

展智能电网，先要把技术标准确定下来，用标准技术来发展相关产业，规范地推动智

能电网的建设，以提高电能的利用效率。 

 

  马宗林，研究生学历。现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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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筹备组）副组长。 

 

  认为智能电网主要特点是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互动化，能够使电网更高效、

更“清洁”。也就是通过智能电网，使电力客户之间进行信息交互传递，在发电、输电、

配电环节都形成互动。低碳经济就是要清洁，高效。如果没有智能电网，这可能是一

句空话。如果没有智能电网，新能源也将无法接入电网。 

 

  舒印彪，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

理事，国家电力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电网技术》杂志副主编，国家电网公司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 

 

  认为智能变电站是智能电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智能变电站可大幅提升设备

智能化水平和设备运行可靠性，实现无人值班和设备操作的自动化，提高资源使用和

生产管理效率，使运行更加经济、节能和环保。 

 

  吴敬儒，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

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曾担任中国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副总

经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信贷局局长、贷款委员会专家委员和资深顾问，国务院三峡

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吴先生在水利电力部任职近十八年，期间担任多个职务，包括

计划司副处长、副司长和司长，以及电力建设总局设计组副组长。 

 

  认为智能电网的特点是因地制宜、因网制宜。特高压电网的规划是否符合实际，

谁也说不清，只能由实践来检验。从国家能源战略的角度考虑，要解决中国能源分布

不均衡的问题，输电不如输煤。主张建设特高压电网，但不能多，反对“三华联网”。 

 

  薛禹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稳定性理论及电力系统自动化专家。毕业于山东工学

院毕业，获电力科学院硕士学位，获比利时列日大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2003年，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矿业大学电力工程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引。 

 

  支持特高压电网的建设，认为特高压不仅具有长距离、大容量转移能源的能力，

而且可以缓解运输压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清洁能源开发。曾评价说：“特高压技术

是世界能源输送方式的重大变革，将对人类高效、绿色、安全使用能源产生深远影响，

同航天技术、高铁技术一样，是中国‘十一五’期间对世界工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余贻鑫，电力系统分析、规划与仿真专家。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毕业于天津大

学，获硕士学位。曾任天津大学教授、日本九州工业大学首席客座教授。现任天津大

学教授。近年来，余贻鑫院士对智能电网领域有深入的研究。面对国内火热的智能电

网开发局面，余贻鑫院士认为，智能电网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涉及许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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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而国内目前在智能电网认识上的混乱恰恰发生在这些基本理念上。他专门撰写

文章《面向 21世纪的智能电网》对此进行深入阐释。 

 

  认为中国坚强智能电网需大量原创技术支撑。智能电网技术涉及广泛，其关键目

标是像十年前的互联网一样，催生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实现产业变革。其变迁的过

程，必将改变行业的整个业务模型，且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利，智能电网将创造 30-50

倍于互联网的市场空间，涉及新能源、软件、储能、通讯、自动化、电动汽车、高级

传感器、智能电器等领域。 

 

  袁懋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发电厂厂长、供电局长，山东省电力工业局副

局长，国家电力公司南方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认为发展智能电网就是要适应大规模跨区输电和新能源并网的要求，进一步扩大

西电东送规模。建议，电网发展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供应的要求、电网发展要

服务好低碳社会建设、电网发展要向更加智能、高效、可靠、绿色的方向转变。 

 

  张文亮，原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常务理事、高级会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磁干扰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电力行业电能质量及柔

性输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武汉高压研究所所长、国家高电压计量站站

长、国家电网公司人事董事部主任、中国电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认为，建设特高压电网是发展智能电网的强大物理基础。“特高压电网的最大特点

是大容量、远距离输电，这就对电网的建设和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建

设特高压电网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怎样将特高压电网建设成具有‘高智商’的电网，

使它与生俱来就有安全、可靠、高效的特质，而智能电网正好可以满足其需求。特别

是在首条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成功投运后，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经验和成果，为今后

推进智能电网的建设奠定基础。” 

 

  周孝信，电力系统专家，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院士。山东省蓬莱人。1965年毕业

于清华大学。电力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电力系统分析

方法的研究。 

 

  指出，在经过第一代电网的小机组、小电网，第二代电网的大机组、大电网的发

展模式后，当前世界范围内以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三代电网发

展和建设拉开序幕。第三代电网就是广义的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智

能化是其两大特征。认为，发展智能电网将带来新一代电网技术，包括新型输电技术、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接入技术、智能化调度和运行控制技术等的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