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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力行业的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研究应用

徐东升

四川中电启明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2020年，国家部署加快推进 5G建设，全面启动实施“新基建”战略；国家电网公司 2020年工作会议中多次做出

部署，要求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将资源存量转化为现金流量，积极推进多 站融合数据中心站、杆塔等基础资源商

业化运营。本文简述了电力行业 基础资源运营支撑工作总体思路，介绍了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建设内容 ,旨在探讨电力

行业基础资源运营支撑服务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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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和“互联网 +”行动的实施，我

国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企业等对信息通信网络、

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旺盛。经过几十年的建

设和发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拥有四通八达的电缆沟道、

架空线、电力杆塔、站址等电网基础资源，还拥有全球

规模最大的电力通信专网资源和国内一流的信息网络基

础设施，对开展基础资源商业化运营具有先天优势。当

前国内支撑基础资源共享运营工作的信息系统相关资料

很少，缺乏参考借鉴的内容。国家电网公司对可运营资

源缺少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对运营资源缺少统一的

管理规划措施，这种情况阻碍了商业化进程，迫切需要

一个信息化系统改善现状。

1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工作概述
国家政策倡导电力基础资源共享新理念，同时移

动互联网市场高速增长，运营商大力推进基站部署、城

域末端网络覆盖，对电力杆塔、沟道等基础资源共享的

需求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巨大。国家电网各网省公司

整合现有资源，陆续成立以“统筹推进、专业运营、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原则为定位的思极科技公司，转变

发展思路、创新业务模式和管理机制，提升资源利用效

率，发挥公司资源优势，开展电力杆塔、电缆沟道、通

信光纤、站址等资源的商业化运营，打造国网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服务商，推动电力基础资源与社会通信领域资

源优势互补。

目前国家电网各个网省针对电网资源按照业务划

分均有专业的信息系统管理，沉淀了详细丰富的历史数

据，比如杆塔资源、沟道资源、站址资源、通信资源可

以在生产管理系统（PMS）、电网 GIS平台、通信管理

系统（TMS）、地下廊道系统进行获取。另外各网省公

司建立了云平台、数据中台等信息基础设施，有力的支

撑了数据的快速共享和分析应用。另外当今社会随着信

息化 IT技术的不断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趋成熟，为电力基础资

源运营支撑工作提供了技术保障。

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工作具备了良好的国家政

策预期和巨大的外部市场需求，具备了完善的内部组织

保障，最重要的是具备了大量历史数据基础和日趋成熟

的技术条件，也就为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建设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如图 1.电力基础资源运营具备的

总体环境分析图所示）

图 1.电力基础资源运营具备的总体环境分析图

2运营支撑分析研究
按照电网基础资源的不同类型、属性、用途，结

合资源环境情况，形成电网资源概念模型，电网基础资

源概念模型是由电网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共同叠

加构成，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模型（如图 2所示）。通过

深入研究电网基础资源概念模型，不同的资源对象组合、

整合，能提供不同的商业模式、业务场景。

图 2.电力基础资源概念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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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商业模式的分析，梳理形成具体业务共性需

求点，以此推到形成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的构建模式，

即“微应用”（快速、灵活）+“强中台”（整合、重用）

+“稳后台”（稳定），快速满足各资源相关方业务场

景实现（如图 3所示）。

图 3.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构思图

3支撑系统建设
为支撑国家电网各个网省公司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服务商的战略目标，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建设应

结合各公司业务模式，打造以订单为驱动，以客户为中

心，覆盖基础资源售前、售中、售后全业务流程体系和

数字化运营平台，支撑业务生产、运营计费、客户服务

三大职能。（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4所示）

一是打造电力基础资源商用库。按照系统数据接

入为主、人工采集为辅的方式，实现对电力杆塔、光纤、

沟道、房屋和土地进行数据梳理，建立能用于资源共享、

数据升值的电力基础资源库，为实现电力基础资源增值

变现提供数据基础。

二是建设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在建立基

础资源商用库数据基础上，建设运营支撑系统，为运营

商、政府等客户提供可靠的、高效的电力基础资源服务，

满足需求资源的快速匹配、租赁管理、合同签订等运营

业务，实现电力公司与社会公司的合作共赢。

图 4.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总体架构图

3.1应用架构
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定位为支撑思极公司

运营和内部管理，支撑省公司资源管理，支撑总部互联

网部监管。系统应用分为公共支撑中心、内部管理、业

务中台、应用服务、智能决策中心、移动 APP六个部分。

其中“公共支撑中心”包括集成管理、接口交换、人工

智能、引擎服务等能力；“内部管理方”应具备支撑人

资、财务、物资、投资和综合管理；“业务中台”分为

“服务中台”和“电网资源中台”，全面支撑业务应用

和数据管理；“应用服务”由工具中心、流程中心、资

源配置中心、场景中心、运营中心组成，是运营支撑的

核心；“智能决策中心”提供指标管理、大屏可视化、

智能管控等决策展示高级功能支撑；“移动 APP”提供

移动应用服务。系统应用架构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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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应用架构图

3.2集成架构
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核心数据来源于业务

生产管理系统，包括电网 GIS系统、生产管理系统（PMS）、

通信管理系统（TMS）、地下廊道系统，通过数据中台

完成数据集成；另外账号权限的管理通过统一权限系统

集成、系统运行状况的监控通过与 I6000系统集成；未

来与第三方服务通过 REST/WebService方式接口集成。

系统集成架构如图 6所示：

图 6.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集成架构图

3.3部署架构
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应用服务器、数据库

服务器部署在内外网，通过 Nginx或 F5做负载均衡，

内外网通过隔离装置集群实现数据交互；另外，通过企

业内网实现总部与各网省数据的上下贯通，实现总部对

各网省公司的监管。系统部署架构如图 7所示：

图 7.电力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部署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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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建设应用关键点
4.1系统建设遵循“迭代开发，逐步完善”的原则
系统建设应遵循“迭代开发、逐步完善”的建设

原则，分为三步走建设路线：搭建基础平台、打造运营

体系、构建运营生态。搭建基础平台，需要开展业务设

计、数据整合、平台构建、接口贯通等工作，是平台从

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打造运营体系，需要开展数据

治理，业务功能完善，提升产品管理、营销服务、运营

服务能力；构建运营生态，需要形成平台级服务能力，

内外部业务全面融合贯通，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级应用，

支撑运营生态构建。

4.2从增值运营出发，制定数据标准，安全完整真
实接入数据

建议开展系统建设前，组织制定基础资源数据接

入规范标准，为系统建设实施提供标准保障。各专业提

供数据应充分考虑资源增值复用的运营需求，摒弃专业

壁垒，构建完整真实的额资源信息，有效保障资源筛查

的有效性和智慧化。

4.3注重人才队伍培养，标准化部署产品，快速形
成运营支撑能力

系统建设应多方汇聚通信人才资源，形成一支专

业的、有竞争力的研发、运营团队，从人才保障上做好

充分准备。另外系统选用标准化产品，快速推向市场，

快速复制推广，助力电力公司快速开展资源运营业务。

通过市场验证，再反过来逐步完善运营支撑平台功能，

以用促进平台完善，以支撑发挥平台价值。

4.4关注市场竞争环境，以支撑快速、高速发展为
第一目标

充分关注商业化运营面临的充分市场竞争环境，

关注不同地区在经济差距、业务特性、管理体制上的差

异，既要保持一定的统一性，也要关注个性化，确保企

业市场活力，根本是以支撑运营公司的快速、高速发展

为第一目标。

5应用展望
电力行业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基于业务应用需

求研发落地，对内要支撑运营公司内部管理需求、支撑

总部上级单位总体监管需要，对外支撑商业化运营需要。

未来针对运营公司内部业务需求可以进一步研究应用范

围和应用深度，用企业数据化理念，结合云计算、大数

据等新技术，打造支撑业务范围更广、应用更深入的运

营支撑系统。另外还可结合商业合作伙伴，构建基础资

源运营生态圈，形成良好的合作共赢新局面。

6结束语
电力行业基础资源运营支撑系统是面向电力业务

的商业运营支撑平台，通过大数据、可视化等 IT技术

手段构建的集团级平台，全面支撑电力行业基础资源运

营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促进电力存量资产的快速商业化

运营进程，是国家“新基建”战略的落地，其快速建设

和良好运营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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