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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智慧信息城市建设的推动下，企业能源服务正经历数字化转型与生态重构。本文以SaaS（软件即服务）平台为

核心，探讨其在能源服务领域的模块化开发路径与生态体系构建策略。通过深入分析技术架构、商业模式及政

策环境，提出基于超融合技术、AI驱动决策与数据中台的模块化设计框架，并围绕多主体协同、数据共享机制

与价值网络形成生态构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模块化开发可显著提升平台敏捷性与可扩展性，而生态构建需

突破数据孤岛、商业模式单一等挑战。最后，结合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趋势，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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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impetus of smart information city construction，corporate energy services are undergo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ructuring.This paper focuses on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platforms to explore 

their modular development paths and ecosystem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 the energy service sector.By thoroughly 

analyzing technical architecture，business models，and policy environments，it proposes a modular design framework 

based on hyper-converged technology，AI-driven decision-making，and data platforms.It also constructs an ecosystem 

model centered arou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data sharing mechanisms，and value networks.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odular development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platform agility and scalability，while ecosystem 

construction must overcome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silos and single business models.Finally，combining policy support 

and trend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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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不断推进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持续

深化背景下，能源服务领域的数字化需求愈发显著。传统能

源管理模式，因其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响应滞后、能效低

下等问题，已难以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高效、智能需求。而

基于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的平台化解

决方案，正借助云计算、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逐

步重塑能源服务产业链，为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7 年，中国 SaaS 市场

规模将突破 1500 亿元大关，其中，垂直领域的能源服务 SaaS

市场占比更是显著提升。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市场对能源服

务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也预示着 SaaS 平台在能源服务

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模块

化开发实现平台的灵活性，并通过生态构建形成多方共赢的

格局，已成为行业内的核心议题。 

2.智慧信息城市与能源服务 SaaS 平台的协同关系 

2.1 智慧城市对能源服务的技术赋能 

智慧信息城市的建设，为能源服务 SaaS 平台提供了坚

实的技术支撑。通过 5G、边缘计算与超融合技术等先进技

术的应用，智慧城市不仅优化了能源服务的基础设施，还大

幅提升了能源管理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以金陵石化构建的“5G 工业互联网+能源监测”体系为

例，该体系集成了 4500 多个计量仪表，实现了能耗与排放

的实时监控，并成功将单耗指标降低了 3%。这一实践充分

展示了智慧信息城市技术对能源服务 SaaS 平台的赋能作

用。通过 5G 技术的高速率、低时延特性，能源数据得以实

时、准确地传输至平台，为能源服务的精准调度提供了有力

保障。而边缘计算技术的应用，则进一步提升了数据处理的

效率，减少了数据传输的延迟，使系统响应速度更加迅速。 

此外，超融合技术通过整合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

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统一管理和灵活调度。这一技术的应用，

不仅简化了运维流程，降低了运营成本，还为能源服务 SaaS

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使其能够轻松应对各种复杂的能源

管理需求。 

2.2 SaaS 平台对城市能源系统的价值重构 
企业能源服务 SaaS 平台通过以下路径重构价值： 

降本增效：标准化模块降低了部署成本，如泽清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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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慧换电平台”通过微服务架构实现资源调度效率提升

30%。这种标准化模块的设计，使得平台能够快速适应不同

企业的需求，降低了定制化开发的成本和时间。 

决策智能化：集成 AI 模型的平台（如 GPT-5）可将能

源风险预测准确率提升 43%。AI 模型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

的学习和分析，能够预测能源需求的变化趋势，提前做出调

整，降低能源风险。 

服务模式创新：从功能订阅转向成果付费，如 Synthesia

以“减少客服工单量”为计费指标，客户续费率提升 22%。

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使得平台能够更加关注客户的需求和

成果，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3.企业能源服务 SaaS 平台的模块化开发 

3.1 技术架构设计 
基于超融合技术的分层架构包括： 

数据源层：数据源层作为平台的底层支撑，整合了智能

电表、储能设备等多源数据。这些数据源为平台提供了丰富

的能源信息，为后续的分析和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

数据源层的整合和优化，平台能够实现对各类能源数据的全

面采集和高效处理。 

私有云层：私有云层作为平台的核心层，采用了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SaaS 三级架构。这种架构不仅

支持弹性算力调度，还能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资源分配，

从而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平台的响应速度。例如，阿里云等

云服务提供商通过优化 AI 成本控制策略，成功将 AI 成本控

制在营收的 5%以内，为平台提供了高效、经济的算力支持。 

应用层：在应用层方面，平台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想，

按需加载能源交易、需求响应等模块。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

平台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还使平台能够快速适应不同企业

的需求变化。通过应用层的模块化设计，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需求选择相应的功能模块进行组合和配置，从而实现个性化

的能源管理方案 

3.2 核心功能模块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模块：支持多协议接入与边缘计算，

解决偏远区域数据传输难题。该模块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数

据协议，确保数据的准确采集和传输。边缘计算的应用，则

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降低了数据传输成本。 

智能分析模块：嵌入行业知识图谱与机器学习模型，实

现负荷预测与故障诊断。行业知识图谱为机器学习模型提供

了丰富的知识背景，使得模型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负荷变化

和诊断故障。 

可视化交互模块：提供多终端仪表盘与决策路径可视

化，审计通过率从 67%提升至 92%。可视化交互模块为用

户提供了直观、便捷的操作界面，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和

工作效率。 

生态接口模块：开放 API 连接电网、车企等第三方系统，

如数环通平台已对接 1000+应用。生态接口模块的建设，使

得平台能够与其他系统进行无缝对接，实现了数据的共享和

流通。 

3.3 模块化开发挑战与对策 
在企业能源服务 SaaS 平台的模块化开发过程中，面临

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并推动平台的持续发

展，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首先，标准化与定制化之间的矛盾是平台开发过程中的

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平台+插件”的

模式进行开发。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平台的标准化和通用性，

又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和扩展。例如，销售易

CRM 通过 PaaS 中台支持个性化配置的方式，成功实现了标

准化与定制化之间的平衡和协调。^[12]^ 

其次，数据安全风险也是平台开发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之一。为了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可以构建三

层隐私架构对数据进行全面保护。这种架构从数据采集、传

输、存储等各个环节进行安全防护和隐私保护，确保数据在

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不被泄露或滥用。同时，还可以通过采用

加密技术、访问控制等手段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

性。^[13]^ 

此外，在平台开发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技术瓶颈、盈利压

力以及合规风险等问题。针对技术瓶颈问题，可以探索“超

融合+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进行突破和创新；针对盈利压

力问题，可以通过优化商业模式、提高服务质量等方式增加

收入来源并降低运营成本；针对合规风险问题，则需要加强

政策研究和合规意识培养，确保平台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

行运营和发展。 

4.能源服务 SaaS 平台的生态构建 

4.1 生态主体与协同机制 
能源服务 SaaS 平台的生态体系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协同发展的复杂系统，涵盖以下四类核心主体： 

平台运营方：作为生态的核心支撑，平台运营方肩负着

提供基础服务与规则制定的重任。他们不仅负责平台的日常

运营和维护，确保平台能够稳定、高效地运行，还制定一系

列相关的规则和标准，以规范各主体的行为，保障生态的有

序发展。例如，平台运营方会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同时，制定公平合理的交

易规则，促进各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 

能源企业：能源企业是生态的重要数据贡献者和应用场

景提供者。他们通过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如能源生产、消

费数据等，以及实际的应用场景，如泽清新能源联合车企构

建换电网络，为平台的功能拓展和服务升级提供了有力支

持。能源企业的参与，使得平台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能源行业

的实际需求，从而开发出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服务。 

技术供应商：技术供应商为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

术支持。他们凭借在 AI 算法、区块链等领域的专业优势，

为平台注入创新活力。例如，利用 AI 算法实现能源需求的

精准预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的

安全和透明，提升平台的可信度和安全性。 

政府与监管机构：政府与监管机构通过政策引导和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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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推动生态有序发展。如北京市政府提供 3000 万元 AI

补贴，激励企业加大对 AI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同时建立完

善的合规框架，规范各主体的行为，保障生态的健康发展。

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政策引导和合规框架为生态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环境和保障，引导各主体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开展

业务，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4.2 数据共享与价值分配机制 
数据沙盒：在确保数据隐私的前提下，数据沙盒为跨企

业数据融合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它借鉴了苹果的三层隐私架

构理念，通过严格的权限管理和数据加密技术，确保数据在

共享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例如，不同企业可以在数据

沙盒中共同开展能源数据分析项目，但只能访问到经过脱敏

处理的数据，从而既实现了数据的共享和融合，又保障了数

据的安全。 

贡献度量化：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实现了收益按贡献

分配。该机制能够精确衡量各主体在生态中的贡献度，并按

照贡献大小进行合理的收益分配。这种机制激励各主体积极

参与生态建设，实现共同发展。例如，技术供应商通过提供

先进的技术支持，为平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可以获

得相应的收益回报，从而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动力。 

4.3 商业模式创新 
智能密度溢价：平台深度集成 AI 功能，如 Salesforce 

Copilot 通过智能化的线索分析和推荐，帮助企业提升线索

转化率 35%。智能密度溢价使得平台能够提供更加智能、

高效的服务，提高了平台的竞争力。例如，利用 AI 算法

实现能源需求的智能预测和调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

低能源成本。 

生态协同增值：通过生态内的协同合作，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增值。例如，腾讯云混元训练营通过整合各方技术

资源，缩短了模型训练周期 50%，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 

成果导向计费：按节能量或碳减排量分成，这种计费模

式增强了客户粘性。客户更加关注能源服务的效果，从而提

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例如，企业可以根据实际节能

效果支付费用，避免了传统计费模式中的不合理之处。 

5.挑战与对策 

5.1 主要挑战 
技术瓶颈：43%的企业因算力超支暂停 AI 项目。算力

不足限制了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影响了平台的性能和服

务质量。例如，在处理大规模能源数据时，算力不足会导致

计算速度缓  慢，影响用户体验。 

盈利压力：国内 SaaS 企业普遍面临“增收不增利”困

境。盈利压力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影响了

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动力。例如，企业可能为了降低成本而减

少研发投入，导致技术更新缓慢。 

合规风险：数据跨境流动与碳核算标准缺失。数据跨境

流动和碳核算标准的缺失，给企业的合规经营带来了挑战。

例如，不同国家的数据保护法规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在数据跨

境传输时面临合规风险。 

5.2 应对策略 
政策协同：利用工信部 20%上云补贴降低中小企业转型

成本。政策的支持能够降低企业的转型成本，促进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例如，企业可以获得资金支持，用于购买云服务

和技术设备。 

技术融合：探索“超融合+量子计算”突破算力限制。

技术融合为解决算力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例如，通

过量子计算优化能源调度算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生态共建：建立跨行业联盟，如金蝶全球化战略覆盖

100+国家。生态共建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共

同推动生态的发展。例如，不同行业的企业可以共享数据和

资源，开发出更具创新性的能源服务产品。 

6.结论与展望 

企业能源服务 SaaS 平台通过模块化开发实现了技术敏

捷性，而生态构建则需依赖数据共享、商业模式创新与政策

支持。未来，随着 AI Agent 与数字孪生技术的成熟，平台将

向“自主决策+虚实联动”方向演进。建议政府加强数据立

法、企业聚焦垂直场景深化应用，共同推动智慧能源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 

在智慧信息城市建设的浪潮中，企业能源服务 SaaS 平

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模块化开发和生态构

建，平台将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服务能力，为能源服务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生态重构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政府、

企业、技术供应商等各方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动

智慧能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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