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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新型能源服务业务，将绿色发展观和现代信息技术引
入人们生产生活，倡导“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观，充分利用现代新能源技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手段和工具，实现数据共享连
通、业务交互运营，提升客户参与度和获得感，改善服务质
量，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新兴业务的蓬勃发展，为人民美好
生活赋能。

1  综合能源服务概况
1.1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分类
综合能源服务包括能源基础能源服务、分布式能源、智慧

能源（“互联网 + ”能源服务）、能源服务新产品等四个业务
方向，具体涉及节能服务、电力运维、分布式光伏发电、分
布式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生物质发电供热、基于电能
的冷热供应、用能监测、储能服务等八个主要业务领域。

1.2开展综合能源服务的意义
1.2.1 推动能源转型重要举措。国家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传统能源企业加速布局水、电、油、
气、热（冷）以及智慧能源等综合性业务，能源市场进入转
型升级的重组期和创新发展的机遇期。

1.2.2 公司高质量发展必然出路。在新电改和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的背景下，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将放缓。公司必须发挥自身
优势，一手抓能源市场，一手抓电力市场，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开
展跨界经营，增加新的盈利点，支撑公司跨越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1.3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云大物移智”时代的到来，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差

异化、个性化要求提高，客户对能源综合产品要求提高，敦促着
电网企业以用户为导向，提升电力综合服务能力。

2  综合能源服务存在的问题
本文通过运用菲利普科特勒营销 4 P s 模型，从产品、价

格、渠道、促销等4个方面，分析目前综合能源服务和企业能源
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2.1产品方面。作为传统能源企业，公司在电网的施工、建
设和运维方面实力雄厚，基础设施完备，人员经验丰富，为保障
人民日常生产、生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环境污染、能
源短缺等问题的出现，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能源产品和
服务显得尤为重要，而公司客户侧、电源侧能源管控方面尤为欠
缺。如今太阳能光伏、风能、空气能、地热能的新技术产品越来
越成熟，为客户提供新型能源产品和综合能源服务成为可能，也
为企业提质增效和市场开拓提供新的方向。综合能源产品和服
务，对客户和企业来讲，机遇和挑战并存。

2.2价格方面。成本方面，由于新能源产品在研发和设计阶
段，需要投入较多费用，导致产品面市时价格偏高，投资回报周
期较长。再加上产品性能和寿命的局限，某些新能源的性价比欠
佳。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车企研发生产成本较高，电池寿命有限，
价格优势并不明显。而信息化时代，人们对新能源产品提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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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能源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新型的能源供给和消费模式，为客户现代化、绿色化和经济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便利，

为传统能源企业改革转型和提质增效提供新的服务渠道和盈利源头。从能源规划到施工建设，从能源消费到能源服务，综合能源

服务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首先对地市公司开展的综合能源服务的内容、主要业务及意义进行介绍，对地市公司

综合能源服务现状进行深度分析，发现综合能源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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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要求，企业需要发挥规模和平台优势，才能降低成本、提
高性价比。

2.3渠道方面。随着“互联网+营销”措施的推行，“强前短、
大后台”的服务体系正在构建，线上、线下服务渠道不断完善。
供电服务人员没有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服务意识欠
缺、服务态度差，缺少从客户角度着手的思维模式，只是当做一
次交易，与客户缺少沟通，客户对供电服务体验感、参与感、互
动性差，对供电企业信任度、满意度、忠诚度差。

3  综合能源服务提升对策
3.1 产品多元化。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充分了解各地能源

资源状况，深入分析能源消费和客户用能需求等，利用大数据
手段科学研判本地区能源消费发展趋势，聚焦客户需求，提供
多样化的能源产品和差异化用能解决方案。

3.2价格精准化。电网企业未来发展综合能源服务，盈利主
要来源于基础产品服务和能源增值服务两个方面。基础产品服务
包括能源基础服务、、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与供应。
能源增值服务包括服务、节能环保能效监测服务、大数据用能服
务和能源金融服务。通过二者有机结合，实现综合能源营收。

3.3渠道平台化。在协同机制建立、市场机制创新、奖励机
制保障等方面积极实践，在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建设、商业模
式创新上先行先试、总结典型经验。建立供电公司主导，全渠道
贯通、多方面参与、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综合能源服务网络。

3.4促销多样化。利用各种机会主动沟通地方政府，宣传综
合能源服务价值，突出央企责任担当，引导政府资源倾斜、争取
政策红利，为客户提供更多优惠；借助各级营业网点，宣传综合
能源和售电业务情况，吸引客户对接服务。充分利用公司网站、
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线上渠道，以及“三型一化”营业厅
等线下渠道，加强与外部媒体合作，常态化开展公司综合能源服
务理念、示范项目及社会成效等宣传，提升品牌影响力，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

推广综合能源服务，搭建能源大数据平台，构建能源服务新
生态，探索能效服务新模式，营造综合能源新生态，为企业发展
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真正让新能
源为社会经济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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