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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5 年 6 月）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期与投资者、券商分析师等就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进行交流，现将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情况汇总发布如下：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解读会 

 券商策略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机构 

长江证券、国信证券、中金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华西证券、

东吴证券、西部证券、中信建投、国联基金、泰康资产、老虎

基金、西藏信托、碧云资产、阳光保险、仁桥资产、荷兰 APG

等 30+机构/券商 

地点 策略会现场、公司会议室等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Q1: 公司 2025 年第二季度新能源业务是否受到政策影响，整

体业务情况如何？ 

A：新能源产业链均受到相关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也不例

外，“抢装潮”对第二季度新能源业务带来了积极影响，下半年的

情况也会与大趋势息息相关。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按照既定目标

有序推进中，交付节奏正常，具体请关注半年度报告。 

 

Q2：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情况进展如何？ 

A：控股股东发布了《减持计划公告》，后续的减持情况进展需

按照相关披露要求进行披露，目前暂未收到股东的进展情况通

知，后续可以及时关注相关公告。 



Q3: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第

一批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到启动新型电力系统首批试点，聚焦

七大试点方向，请问该通知对公司有何影响？能否介绍一下？ 

A：本次试点工作聚焦七个方向，旨在探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

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公司作为领先的新型电力系统解

决方案提供商，长期深耕电力系统自动化等领域，在智慧发电

及新能源、智能电网、新型配电网、智慧用电、新型储能等方向

持续发力，拥有深厚技术积累与丰富实践经验。公司高度重视

此次试点工作，持续紧跟发展动态。 

构网型技术方面：公司基于对电网互动的深刻理解，充分利用

构网型技术在弱系统频率电压主动支撑、交流保护适应性、宽

频阻抗特性及振荡主动抑制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提出了在不同

典型应用场景下的构网型 SVG 和构网型储能解决方案。构网型

SVG 可以实现同步无功补偿，解决传统跟网型 SVG 控制延时所

造成的无功反调等问题，有效抑制新能源场站过电压，提高弱

系统的短路比。构网型储能以构网技术为核心构建具有电压源

特性的储能变流器，通过构网控制模拟同步机组特性，使储能

系统向电网提供电压、频率支撑能力。主要应用场景包括沙戈

荒新能源并网及孤岛运行、新能源基地经柔性直流送出、柔性

直流接入弱系统等。“适用于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构网型

储能变流器”已于 2022年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鉴定，“基于

分层协同机制的电力系统宽频振荡智能监测溯源技术及应用”、

“新能源高渗透率下构网型 SVG 主动支撑和安全稳定运行关键

技术及应用”已于 2025年 6月通过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鉴定，整

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相关产品及技术成果已在多个省区

电网实现工程应用，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及新能源外送方面：公司提供系统级并

网友好、自主可控、无人值守型解决方案，确保并网友好性与

稳定性，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智慧化水平。新能源大基地场站一

https://news.bjx.com.cn/topics/xinxingdianlixitong/


体化的场站系统减少设备运维，新能源大基地的智慧联合调控

系统基于风光火储多种能源、多场站的协调控制，满足新能源

大基地对电网的友好支撑；分布式调相机的保控系统、静止型

调相机在大基地的应用提升大基地场站的短路比，提升整体送

出能力。公司参与的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项

目，风光储智慧联合调控中心实现了单个场站风光储协调控制

及多场站的联合控制。调相机保护系统在冀北、蒙东、辽宁等

多地区的新能源场站实现应用。 

智能微电网方面：公司可以提供相关产品及全生命周期解决方

案，（1）微电网控制系统：包括微电网监控系统（SCADA）+ 

远程监控系统、微电网控制器和微电网站的继电保护装置；（2）

构网型储能变流器产品；（3）微电网系统中相关设备的集成，

包括电池系统、光伏系统、柴油发电机和电气开关设备等。公

司在智能微电网领域参与了：高密度分布式能源接入交直流混

合微电网关键技术、可离网型风光氢燃料电池直流互联与稳定

控制技术、支撑低碳冬奥的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等多个国重

科技项目和 863 项目，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 

算力与电力协同方面：为有效推动算力中心绿色低碳发展，充

分发挥电力与算力两大领域的综合协同优势，公司创新推出绿

色算力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新能源发电至算力中心用电全链路

的核心装备，构筑端到端低碳闭环。该方案采用智慧全景监控、

动态精准控制、多级优化调度、智能交易辅助等关键技术，以

AI 赋能的绿色算力协调控制系统为核心引擎，通过“源-网-荷

-储”多维资源动态协调，实现算力中心供电系统的优化控制，

促进供需两端精准匹配，提高算力中心绿电利用率，满足算力

中心绿色化、智能化的核心需求。公司积极推进该解决方案的

推广应用。 

虚拟电厂方面：公司积极布局虚拟电厂领域，在多源数据聚合、

云边协同调控、多元市场预测、交易辅助决策等技术方向进行



深入研究。通过搭建跨平台数据中台，已实现电网实时运行数

据、分布式能源发电预测、用户侧可调负荷信息及气象数据等

多维信息的整合，具备对虚拟电厂内分布式能源、储能、可控

负荷等资源的秒级状态感知能力。同时，研发的基于边缘计算

的分层协同控制算法，经区域电网调频、峰谷套利等场景验证，

可在保障电网稳定性的前提下，动态优化资源调度策略，显著

提升响应速度和调节精度。公司可以提供从数据整合、资源调

控到市场交易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已形成完善的技术储备体系，

并凭借在分布式电源集控运维系统、微电网管理系统、大型企

业及园区电力调控系统、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方面积累的丰富项

目经验，进一步加强电力现货市场及虚拟电厂相关技术产品和

项目的跟进力度。 

 

Q4: 国家发改委近日出台《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

项的通知》，推动绿电直连高耗能产业，公司在该领域有什么

布局？ 

A：该政策是推动绿色电力与高耗能产业直接对接的重要指引，

对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和工业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在绿

电直连高耗能产业领域积极布局，重点聚焦绿色工业细分市场

的开拓与创新，前期针对智算中心需求已经推出绿色算力解决

方案，近期针对合金工业率先推出绿电合金解决方案。基于传

统合金生产依赖高碳能源，面临高排放与高成本压力的现状，

绿电合金解决方案旨在通过清洁能源替代，降低生产环节碳排

放，同时结合智能技术提升能效，为合金材料行业突破“高耗

能-低附加值”发展困局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推动合金制造向

低碳化、精密化转型。该解决方案融合了绿色电力、智能电网、

合金负荷及储能技术，实现多能协同管理。以绿电驱动替代传

统供能模式为核心，通过构建多能互补调度模型，精准适配电

弧炉炼钢、金属热处理等典型工艺的动态用能需求，有效平抑



合金熔炼设备启停导致的尖峰负荷波动。 

 

Q5: 公司最近有两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A：公司最近通过鉴定的两项科技成果分别是：1.“基于分层

协同机制的电力系统宽频振荡智能监测溯源技术及应用”，聚

焦新型电力系统下多模式振荡交织凸显等问题，研制了“采集

高效-感知灵敏-诊断可信-分层协同”的宽频监测与分析系统，

在宽频振荡监测架构、宽频振荡识别与风险预警、振荡溯源与

智能诊断、宽频振荡协同分析等 4 个方面取得关键技术突破。

该项技术已在多个电网调控中心、电厂及新能源场站成功应

用，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显著提升了调度侧对广域电网振荡事

件的监测分析能力和厂站侧对宽频振荡的实时监测和本地响应

能力，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2.“新能源高渗

透率下构网型 SVG 主动支撑和安全稳定运行关键技术及应

用”，以双高电力系统存在低惯性、欠阻尼等安全稳定问题为

导向，提出了参数动态调整、快速响应控制、附加阻尼振荡抑

制和超级电容系统柔性重构等关键技术，实现了构网 SVG 在

多场景下的主动支撑能力、对电网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和对宽

频振荡的有效抑制能力，并提升了设备整体运行安全性与使用

寿命。构网型 SVG 产品及相关技术成果已在多个省区电网实

现工程应用，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经鉴定，上述两项成果均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

阔。 

时间 2025 年 6 月 1 日——2025 年 6 月 30 日 

特此发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