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By virtue of its open, shared and collaborative 
technical form,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n energy Internet. it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and power. However, the lack of blockchain standards makes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lack 
effective guidance and norm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and power blockchain. First of all, 
the standardization statu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nergy and power at home and 
abroad wa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and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as point out. Thus, the compatibility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energy Internet was analyzed, and its standardization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ization objects was sort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B/T 12366-2009 comprehensive 
standardization work guide. Finally, the ideas and paths for 
standard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energy and power block 
were give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level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ill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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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块链技术凭借其开放、共享、协同的技术形态与

构建能源互联网和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

成为能源电力转型的重要技术基础，能源电力区块链领域标

准的缺失，使得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缺乏有效的规范和

指导，严重制约了能源电力区块链的发展。首先，全面梳理

国内外区块链技术及其在能源电力领域应用的标准化现状，

指出现状不足。其次，分析区块链技术与碳交易、绿电交

易、分布式交易等低碳化典型应用场景的匹配性，然后，按

照GB/T 12366—2009《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梳理提炼出典

型应用场景中的标准化需求以及标准化对象。最后给出标准

研制的思路与路径，为提升能源电力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标准

化、规范化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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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双碳”进程加快与能源转型深入推进，传

统电力系统正在向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

开放互动、智能友好的新型电力系统演进，其技术基

础、运行机理和功能形态将发生深刻变化。共享储

能、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清洁能源产业迎来焕

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相较传统能源产业，新型电力

系统涌现出能源主体分散多元、“源-网-荷-储”强联

动、产业链上下游强交互等行业新特点[1-3]。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引起国际上的广

泛关注，区块链的技术形态具有开放、共享、去中心

化、协同的特点，与构建能源互联网和新型电力系统

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是能源电力转型的重要技术基

础。在适应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中，

全球能源互联网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第 6 卷 第 2 期

2023 年 3 月

Vol. 6 No. 2
Mar. 2023

文章编号：2096-5125 (2023) 02-0196-11 中图分类号：TM73；G307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705/j.cnki.issn2096-5125.2023.02.010

基金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总部科技项目“电力智能

终端可信接入与链上链下数据协同关键技术研究”（5700-
202018371A-0-0-0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of SGCC (Research on 
Key Technologies of Trusted Access of Power Intelligent Terminals 
and Data Collaboration Between On and Off the Blockchain, 5700-
202018371A-0-0-00).

能源电力区块链典型应用场景下的标准化研究
石竹玉 1,3，王栋 1,2，李达 1,2，郭庆雷 1,2，赵丙镇 1,2

（1．国网区块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1；

2．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1；

3．国网区块链技术实验室，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1）

Research on Standardization in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Energy and Power Blockchain

SHI Zhuyu1,3, WANG Dong1,2, LI Da1,2, GUO Qinglei1,2, ZHAO Bingzhen1,2

(1. State Grid Blockchain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1, China;

2. State Grid Digital Technology Holding Co., Ltd.,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1, China;

3. Blockchain Technology Laboratory of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1, China)



Vol. 6 No. 2 石竹玉，等：能源电力区块链典型应用场景下的标准化研究 　197

区块链可更好适应分布式多元市场主体，不仅可广泛

应用于能源生产、能源输送、能源储备、能源交易、

能源消费、能源监管等传统领域，也可支持综合能源

服务、能源大数据、平台业务、能源聚合等新业务、

新业态、新模式[4-5]。目前，能源行业涌现出大量区块

链应用，用于解决传统能源业务形态下的问题、探索

传统能源领域的转型路径。美国能源部组织各相关能

源企业开展分布式能源点对点交易，形成能源交易跨

区块链结算的解决方案并已开展应用。英国公司利用

区块链技术建立了分布式天然气和电力计量系统。奥

地利维也纳能源公司开展基于区块链的能源交易的研

究，采用区块链技术平台完成燃气和电费账单支付功

能。澳大利亚的区块链开发商Power Ledger与日本的

关西电力公司合作，试点推行了点对点岛屿国家的可

再生能源共享应用[6-10]。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电力交

易、可再生能源消纳、需求侧响应、电费金融、电动

车充电、供应链金融、综合能源服务、新能源云、物

资采购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区块链技术试点应用。

在能源电力行业深入应用区块链技术过程中，相

关技术标准的缺失使得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缺乏

有效指导和规范，严重制约了能源区块链的快速发

展。纵观国内外区块链标准化工作，仍处于起步和发

展阶段，较之于其他成熟的信息技术标准领域，深度

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完善[11-13]。ISO、IEC、ITU、

IEEE等国标标准化组织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区块链标

委会或工作组，ISO研究侧重于基础方向；ITU研究

内容侧重于总体需求、安全以及在物联网中的应用等

方面；ISO/IEC JTC1筹备成立物联网与区块链融合研

究组，对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用例开展研究；IEEE-SA
作为事实性标准化组织研究更广，涵盖了行业应用领

域[14-18]。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2021年成立了TC590
区块链标委会，主要负责基础标准、业务和应用标准、

过程和方法标准研制；行业和团体标委会方面，中电

联电力区块链标委会2022年3月18日获批成立，负责

聚焦在电力行业特色的区块链标准的制修订工作[19-20]。

同时，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论坛等团体组织已研制发

布多项标准。在标准研制方面，已立项研制《信息技

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参考架构》等国家标准 
8项、行业标准10余项、团体标准30余项[21]。

经过对国内外能源电力区块链的标准化现状对比

分析，发现当前能源电力区块链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市

场需求，能源电力领域有必要也已经有基础开展对应

的标准化工作，迫切需要制修订具有引领性、指导

性、应用性的新标准体系，研制能源电力应用类核心

标准，通过一系列标准的制订形成“能源电力区块

链”的概念共识，明确能源电力区块链的内涵和外延

及其标准化需求和标准研制方向，重点围绕模型、接

口、功能、通信、流程、测试等方面开展具体标准研

制，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操作提供统一遵循。开展能

源电力区块链标准化研究工作是适应能源低碳绿色转

型新要求的方向性、纲领性急迫任务。

本文基于能源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的高匹配性和

典型应用场景的分析，遵循GB/T 12366—2009《综合

标准化工作指南》的标准研究方法，明确了能源电力

区块链标准化对象，提炼出能源区块链典型应用场景

下的标准化需求，开展重点领域标准研究工作[22]。能

源电力区块链典型应用场景下的标准化研究将引领能

源电力区块链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固化能源电力区块

链现有技术创新成果，并进一步规范区块链技术在能

源电力领域的应用。

1	 能源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匹配性分析

1.1   区块链技术特点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它由多方共同进

行维护，通过分布式计算、密码学、共识算法、智能

合约等多种关键技术要素的有机集合，在不通过第三

方中介机构背书的条件下提供信用保障，实现数据的

防篡改、抗伪造、可追溯审计等特性，打造出低成本

高可信的信任机器[23-24]。

1.2   能源互联网发展趋势

随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不

断推进，新能源接入比例的不断升高、新型用能设备

应用范围的加速扩张，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电网深度融合，电网

的物理架构、技术特性、业务形态、市场机制等都在

随之升级。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能源典型应用场景进

行融合和创新，逐步演进形成共享共建、互通互联的

能源互联网，是电力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能源互联

网具备“广泛互联、安全高效、开放共享”的技术特

征，这就要求能源企业进一步加深互联程度、加快数

字化转型[25-27]。

1.3   区块链与能源互联网具备高匹配性

区块链将在商业信任、价值传递、交易清结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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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重塑现有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形成新的能

源商业体系底层架构。能源活动中涉及的运营方、需

求方和供给方等相关方节点通过区块链技术连接形成

能源区块链网络，将在能源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多个

环节发挥关键作用并解决能源互联网构建过程中面

临的诸多难点，如图1所示。一是能源互联网中的生

产、销售、输送、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相关方均以独立

节点形式接入，以去中心化形式互相交换能源流、数

据流、价值流，同时各主体的决策地位平等且分散，

不同主体间规则难以统一，利益分配不均，业务协同

效率不高，源网荷储协同程度有待提升。区块链技术

去中心化的属性与分布式能源的结构特征可以高度匹

配，利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实现所有节点权利义务对

等。二是新能源参与主体规模快速增长，分散式分

布，多元负荷的大规模接入，带来了海量主体身份认

证的成本负担，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加密、防篡改、抗

抵赖等功能可以提供能源市场中多元主体的去中心化

的信任机制保障，实现点对点的可信价值传递。三

是新兴电力交易模式快速迭代发展，交易业务模式

不断翻新，缺乏权威可信的平台负责交易的执行，

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功能可实现多种类的交易合

约执行的智能化和自动化，需求侧的响应、购电、

售电、电费结算等都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来

实现[28-33]。

图 1 区块链技术与能源互联网匹配性分析
Fig. 1 Matching analysi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energy Internet

1.4   能源互联网与区块链的匹配场景

基于区块链与能源互联网在整体架构和技术特征

上的高匹配性，着重分析区块链技术在分布式能源领域

具体的典型应用场景下的应用匹配性，并提炼出关键结

合点，梳理提炼出需要标准化的方向。给出的典型应用

场景包括碳交易应用场景、分布式电力交易应用场景、

绿电溯源应用场景、安全资质信用评价应用场景。

1.4.1 碳交易场景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碳交易应用场景（如图2所

示），可以完成碳排放主体的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

交易、核销、履约等关键环节的数据记录，对关键数

据进行上链存证存储，提供数据可信记录并为监管提

供跟踪；使用智能合约自动交易和履约出清，提升执

行效率公开透明防止篡改；可对各个用户节点提供身

份认证，保证节点的可信访问，确保交易过程的安全

有效[34-36]。

CCER

图 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碳交易应用场景
Fig. 2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carbon trading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1.4.2 分布式电力交易场景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电力交易机制，通过共

识算法、智能合约、非对称加密算法、数字证书、数

字签名等关键技术，可以有效实现对分布式电力场景

下众多节点的用户身份的合法性校验，保证交易的安

全性、公开透明性和数据可靠性，应用场景如图3所
示。同时，可以运用智能合约交易执行费用自动结

算，提升执行效率，降低执行成本[37-39]。

1.4.3 绿电溯源认证场景
绿色电力交易是在电力中长期市场体系框架内设

立的一个全新交易品种。在多区域、多方主体参与的

大规模交易下，绿色电力交易平台需要灵活自主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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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提供可信透明的交易环境和便捷高效的参与体

验。区块链作为分布式技术，其多方共识、不可篡改、

可追溯的技术特点，能够实现对绿色能源生产、交易、

消费等全流程数据的可信固化和鉴定，为绿色电力的真

实消费提供可视、可信、可靠的有效性证明[40-42]，应用

场景如图4所示。

图 4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绿电溯源应用场景
Fig. 4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green power consumption 

certific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1.4.4 安全资质信用评价场景
利用区块链技术，可将负责电力企业安全资质审

核校验的相关机构或单位作为共识节点组成可信任的

联盟链，并在资质审核中，借助区块链技术对审核全

过程进行存证，能有效实现监督人员清晰精准的监督

和管控[43,44]，应用场景如图5所示。

图 5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安全资质信用评价应用场景
Fig. 5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safety qualification credit evalu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2	 	匹配场景下的区块链标准化需求及对象
分析

区块链技术可支持能源电力产业的典型应用场

景，但当前缺乏相应的标准指导碳交易、分布式电力

交易、调度调令、安全资质信用评价等典型应用场景

的实施落地，指导区块链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区块

链快速应用落地。区块链技术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的

标准化需求体现为：①行业内没有就基本的相关方和

构建原则及系统框架形成共识，容易造成系统的重复

建设和兼容性问题；②应用中涉及的相关方众多，需

要制定标准化文件规范数据模型和接口交互，并对场

景中的业务流程加以统一，指导具体应用中的功能实

现；③数据种类和格式繁杂多样，缺乏统一标准，现

实数据的采集由于统计口径和渠道的不同导致宏观和

微观、经济和能源等数据不匹配；④各类应用的关键

过程没有统一，可能存在系统之间、系统与终端、终

端与终端之间的程序衔接问题；⑤缺乏统一的标准

对应用的执行进行约束，并为测评认定和监管提供

依据。

本章主要面向碳交易、分布式能源交易、绿色电

力溯源认证、安全资质信用评价四个典型能源区块链

应用场景，基于GB/T 12366—2009《综合标准化工作

指南》的标准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分析提出标准化

需求以及对象，进而实现典型能源电力区块链应用场

景下的数据和业务流程方面的标准化。

2.1   碳交易标准化需求及对象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碳交易应用的标准化需求体现

为：碳交易涉及的重点碳排企业、交易平台方、第三

方监管、主管单位等众多主体，多主体之间需要有相

应的标准对业务提供方、平台提供方、服务使用方、

监管方的职责及义务进行明确，同时标准要给出碳交

易活动应遵循的前提原则（如合规性原则、数据分级

授权原则、全程可追溯原则、安全可靠原则和业务高

可用原则等），最后需要统一区块链碳交易服务的关

键过程，就业务流程达成共识。建立相关的标准文件

可以为计划使用区块链技术的组织和机构建设碳交易

系统提供参考，指导区块链服务提供组织建立基于区

块链的碳交易系统，为使用区块链技术的碳交易业务

应用提供参考。

在数据模型标准化方面主要包括明确交易参与人

信息、行情信息、报价信息和成交信息等类别，涉及

图 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电力应用场景
Fig. 3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distributed power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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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

人身份证明材料、资产证明材料、碳交易品种名称、

碳交易品种代码、成交量等具体信息。

业务流程与功能标准化方面主要包括需要规范配

额确定、配额分配/拍卖、挂牌、交易和配额清缴等

功能，涵盖企业录入碳排放初始配额、重点排放单位

实时监测、匿名发布挂牌信息、碳排放权的所有权转

移、抵消碳排放权配额等重点关键环节流程。

2.2   分布式电力交易标准化需求及对象

分布式电力交易应用场景中存在诸多的标准化需

求，面向参与主体数量大、单笔交易规模小、点对点

的特点，需要建立相关的标准化文件，来解决多主体

种类繁杂的数据模型的标准化对接，关键业务流程中

多系统的规范衔接等问题。

在数据模型标准化方面，需要明确并规范发电企

业信息、用电信息、发电信息、交易匹配信息等类别

的数据，涉及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

表人、银行授信评级、总装机容量、发电量、电表ID、

用户地址、发电能力、发电类型、发电稳定性、发电单

元ID、用电单元ID、匹配电量、匹配价格等具体信息。

业务流程与功能标准化方面主要需要规定出相关

关键流程，包括用户注册与资格审核、发布发电信

息、撮合交易、合同签订等环节，需要涵盖发电公司

和用户注册数据的全网广播及记录、所有发电单元节

点发电信息数据的全网广播记录及共识、节点执行电

力供需匹配智能合约并完成匹配、双方签订发用电合

同并以电网公司作为输电服务方签订三方供用电合同

等流程。

2.3   绿电溯源应用标准化需求及对象

绿色电力认证及溯源的应用场景中存在的标准化

需求体现为，绿电交易主体多元化，交易合同流转涉

及多个业务部门，涉及发、输、配、用等各环节，需

要有标准文件来协调供应链上多主体、各环节的规范

衔接。同时，绿电种类及信息庞杂，市场主体利益诉

求多样，存在交易规则难以统一执行、重复计量核算

等问题，也需要有相应的标准文件来指导和保障绿电

交易及溯源认证的关键业务流程的有效执行和规范安

全操作。

数据模型标准化方面主要需要明确并规范数据格

式和接口，包括基础数据（如用户注册基础信息、用

电量数据、交易数据和结算数据等），交易数据（如

交易电量、保障性收购电量、省外购入电量等），凭

证类数据（如用户消纳数据，绿色电力消费证明发

行、交易、结算、溯源等）。

业务流程标准化方面主要需要规范相关业务操

作，包括绿电交易与认证管理的身份认证、账户管

理、证书管理、数据溯源、数据存证相关业务功能；

运行管理的运行维护和监管审计等功能；交易平台的

身份管理和接口访问控制、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存

储、跨链互操作等安全功能。

2.4   安全资质信用评价标准化需求及对象

电力用户信用评价涉及企业内部电力营销数据、

外部工商数据、司法数据、行业数据和失信数据等。

这些数据分散在多地的数据中台之中，可以根据征信

业务产品，按需将信用数据上链存储，通过利用区块

链的跨链机制以及内外网穿透方式，实现信用数据共

享，完成电力用户的信用评级评价。应用场景中存在

的标准化需求体现在，要提出资质信用评价需要提取

和上链的数据信息的明确范围，给出保障信息采集存

储的安全操作规范，同时要指导资质审核、数据发

布、信息评价等关键业务流程中的具体实现。

数据模型标准化方面主要包括待评估企业身份信

息、安全资质信用评价信息、评价表信息等类别，涉

及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银行

授信评级、行业授信评级、企业安全生产条件、企业

安全生产业绩、企业安全生产能力、表名、序号、评

分项目、评分标准、评分方法、标准分、扣减分、实

得分等相关信息。

业务流程与功能标准化方面主要包括用户注册与

资格审核、发布信用评价数据、安全资质信用评价等

环节，涵盖企业身份注册数据全网广播并达成共识成

功注册、企业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全网广播并达成共

识、区块链触发信用评价智能合约、对企业的安全资

质进行信用评估等具体流程。

3	 能源电力区块链应用类标准研制思路

3.1   碳交易应用标准

碳交易应用类标准面向2.1节分析提出的数据和业

务标准化需求，需要给出使用区块链进行碳交易应用

过程中的相关规范性条款，包括交易原则、相关方、

关键功能与过程、数据模型等。标准适用于为计划使

用区块链技术的组织和机构建设碳交易系统提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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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指导区块链服务提供组织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碳交

易系统，为使用区块链技术的碳交易业务应用提供参

考。标准的内容结构如图6所示。

标准草案内容应包括：碳交易原则、相关方、

数据模型以及关键功能及过程等，主要标准化内容

如下。

①基本共性原则。即合规性原则、分级授权原则、

全程可追溯原则、安全可靠原则。②相关方。即业务

提供方、业务使用方、平台提供方、监管方。③数 
据模型。包括：碳排放核算方法数据、碳排放数据、

碳配额发布/分配/拍卖信息、申请配额、拍卖配额报

价、登记和清缴碳配额信息、自愿碳减排量方法、自

愿碳减排量项目审定/备案/登记信息、自愿碳减排量

项目减排量的核证/备案/登记信息、自愿碳减排量转

让方挂牌/转让确认数据、自愿碳减排量购买方申请/
购买确认数据、交易方挂牌/转让确认数据、交易方申

请/购买确认数据、第三方认证核查排放数据。④关键

功能和流程。包括：身份认证，即身份提供商接到用

户注册申请后，选择注册要求发给用户，用户终端产

生密钥对并将用户按政策要求选择属性等发回数字认

证服务商，服务商在区块链上加密存储；碳排放权登

记，企业在线进行自主申报；审核认证，平台给予每

一单位的碳排放权专有ID，加盖时间戳并记录；碳资

产生成，区块链以所记录数据作为价值载体，实现资

产数字化转变；司法存证，区块链系统采用智能合约

方式自动确认碳排放权消耗量；碳资产交易，区块链

系统自动对超标排放的企业进行罚款；碳资产购买，

碳指标发生一次购买行为，交易信息即记录在区块

链；碳资产转让，碳资产转让时，每当碳指标发生一

次转让行为，交易信息即记录在区块链中；交易凭证

司法存证，智能合约会自动核对买卖双方条件是否符

合要求进行判断，决定是否可以执行订单操作。

3.2   分布式电力交易应用标准

分布式电力交易应用标准面向2.2节分析提出的数

据和业务标准化需求，需要给出使用区块链进行分布

式交易的相关规范性条款，标准规定电力区块链分布

式交易应用模型，规范电力交易原则、相关方、关键

功能和流程及安全要求，适用于相关单位应用基于区

块链的分布式电力交易应用，为分布式电力交易应用

提供参考。标准的内容结构如图7所示。

图 7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电力应用标准结构
Fig. 7 Application model of distributed power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图 6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碳交易应用标准结构
Fig. 6 Application model of carbon trading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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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草案内容应包括相关方、原则、数据模型以

及关键功能流程的相关条款规范。①数据模型与接口。

包括：分布式电力交易市场服务数据模型及接口、交

易市场出清数据模型及接口、交易市场结算数据模型

及接口、市场合规数据模型及接口、交易信息披露数

据模型及接口。②关键业务功能及流程要求。包括：

身份认证；审核认证，即平台基于审核细则智能合约

对企业的交易信息进行在线审核；缴纳交易保证金，

即发电商及用户基于区块链平台在线缴纳保证金；选

择交易类型；设置交易额度；智能合约匹配交易，即

用户和分布式能源服务商在交易周期开始前将报价加

密传输至区块链平台，通过买卖双方报价匹配达成交

易；交易执行；交易合同经买卖双方、电网企业三方

签名；智能合约交易结算，即区块链提供司法级背书，

将智能合约交易结算的结果在链上进行保存；交易凭

证签发，即区块链平台在线进行交易凭证签发，同时

将数据在区块链上进行存证；交易结果校验，即交易

结束后区块链平台在线对交易结果进行校验。

3.3   绿电溯源认证应用标准

绿电溯源认证应用标准面向2.3节分析提出的绿电

交易过程中的数据和认证溯源业务的标准化需求，需

要给出相关规范性条款，包括电力区块链调度信息溯

源技术框架、技术要求与安全要求等有关条款。标准

适用于为绿电交易与认证业务时使用区块链技术提供

指导，为基于区块链的绿电交易与认证的需方开展系

统选择提供依据。标准的内容结构如图8所示。

图 8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绿电溯源认证应用标准结构
Fig. 8 Application model of green power consumption certific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标准建设草案应包括：①给出基于区块链的绿电

溯源认证业务的数据模型及接口，包括基础数据接

口、交易数据接口、凭证数据接口。②给出区块链绿

电交易与认证、运行管理、交易平台管理、第三方监

督管理等关键功能及流程的技术要求。③规定绿电交

易认证和溯源相关业务的安全要求，包括身份管理安

全、接口与访问安全、智能合约安全、共识安全、数

据存储安全、隐私保护、跨链安全等。

3.4   安全资质信用评价应用标准

安全资质信用评价应用标准的编制面向2.3节分

析提出的安全资质信用评价过程中的数据和信息溯源

业务的标准化需求，需要给出相关规范性条款，包括

规范电力区块链系统供应商安全资质信用评价相关要

求，安全资质信用评价数据模型及接口、相关原则、

关键功能及过程以及监管方要求等内容，为电力区块

链系统的具体应用提供参考和指导。标准的内容结构

如图9所示。

图 9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安全资质信用评价应用标准结构
Fig. 9 Application model of safety qualification credit evalu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标准草案内容包括：①定义信用评价应用场景。

包括：区块链平台调用智能合约认证身份；对企业信用

进行在线评价；提交评价关键信息溯源申请并进行链上

可信共享存储。②定义区块链网络及共识机制。③关键

功能及过程。包括：身份认证；信用评价流程编排；数

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上链；数据核实，即评价主

体应对评价对象提供的各类信息进行甄别和核实，对信

息真实性进行分析；信用等级评定，包括信用评价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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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并撰写信用评价报告以及信用评价委员对报告

及其他资料审核并确定信用等级等活动；结果上链公

示，评价主体应发布信用评价结果及相关内容；跟踪复

评，即评价主体在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内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跟踪并更新的操作。④数据模型及接口。包括：身

份认证数据模型及接口、信用评价报告数据模型及接

口、企业信息数据模型及接口等。

4	 困难与挑战

面向能源区块链典型应用场景的应用类标准的研

究和制定，为能源电力生产、交易、运输、存储、消

费、监管等各专业开展区块链技术研究、系统建设、

应用推广提供规范化的指导，避免重复和盲目建设，

促进区块链应用之间的兼容性。可以进一步带动能源

电力领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遵循相关标准，促进相互

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交互，减少信任壁垒和信息孤

岛，打通信息流、数据流、价值流，推动整个能源电

力行业高效协同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降低

生产成本，逐步提升能源电力区块链标准的影响力，

助力构建能源区块链标准完整生态。

当前，受限于以下客观原因，标准化工作推进存

在一定的困难与挑战。

1） 在双碳目标的催化下，光伏、风能、储能等多

种能源形式势必催生新发展模式，尤其在储能共享、

节能降耗、碳减排、碳资产管理等新兴产业领域对标

准的需求十分急迫、旺盛，但国家标准制定周期平均

为2~3年，更新速度落后于产业迭代发展的需要。

2） 在标准化领域长期存在“重研制、轻应用、无

反馈”的共性难题，标准实施和应用监督工作普遍缺

乏系统性和体系化的解决方法，对标准的有效性、先

进性和适用性的验证环节容易被忽视。对于本文研究

的应用类标准来说，标准适用性的验证恰恰是最为必

要的环节。

3） 现阶段全球绿色发展处于探索期，国际上的低

碳化相关标准都在同步发展，各国推行本国的认证标

准，由于各国技术发展情况不同，标准组织架构、指

导原则不同，互认程序复杂、难度大，这给国际国内

标准互认带来更高要求。

5	 总结与展望

未来，为更好应对以上的挑战，可在以下方向开

展探索。

1）探索国家标准研制与团体标准研制协同推进。

充分利用团体标准快速研制、快速迭代的特点，遵循

“急用先行，成熟先上”的原则，遴选并做好一批重

点团体标准研制工作，并有序推动应用效果良好的团

体标准向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转化。

2）推动在典型能源场景下区块链技术标准应用

先行试点示范，总结标准应用经验，有序拓展标准应

用范围提供支撑，根据标准验证结果动态更新迭代完

善标准条款，进而逐步推广标准示范应用，完善形成

可推广、可复制的能源互联网场景下的典型标准化工

作应用模式。

3）探索实现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

相互促进转变，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国

际交流与合作，依托重点海外工程项目推动创新成果

的国际输出，促进中国技术方案的国际互认，提升国

际标准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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