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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 

横滨市地球变暖对策统括本部  

横滨智能城市项目（YSCP）   
           举措及今后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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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人口370万人 – 是基础自治体中最大的城市  

Yokohama 

横滨市の概要 

2 

 横滨市的位置 



Copyright © 2014 Yokohama Smart City Project   

１．横滨面临的课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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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滨面临的课题 

横滨市年平均气温逐年变化 
源自：横滨市地球变暖对策实施计划 

○气候变暖的影响 

在这100年里 

上升了约2.7℃ 

2006年10月 台风造成路面浸水 
（横滨站西口附近） 

游击式暴雨、异常天
气等，气候变暖造成

的影响 

2014年10月 18号台风造成路面浸水 
（泉区冈津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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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人口快速增长（60年前的3.5倍） 

  →到2020年左右，人口将进一步增长 

必须坚决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 

横滨市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推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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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何为ＹＳＣＰ? 
(横滨智能城市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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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滨智能城市项目入选经过 

入选经济产业省“新能源及社会系统实证地区”！ 
 
“新能源·社会系统实证”是指・・・ 
 作为新成长战略“通过绿色创新技术实现环境能源大国战略”中的一项事业， 
 旨在构建智能电网，开展海外事业。 
 通过此项实证事业，实现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国际化，增强环境能源产业 
 的竞争力。 
 

【经过】 
 2010年1月29日  公开征集 
      ～2月28日 
        4月  从应征的全国20个地区中选定4个地区（横滨市、     
               丰田市、京阪奈学研都市、北九州市） 
       8月  公布YSCP主计划 
                        （计划期2010年度至2014年度） 
  
 2011年3月11日  东日本大地震 

～ 

～ 

关键：可再生能源 

⇒现有电网 

关键：转移用电高峰， 

   降低用电峰值也是关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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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事业的全貌与成果（横滨市与34家公司合作15个项目） 

导入案例(截至2013年度）／目标（2010至2014年度） 
HEMS（家庭能源管理系统）（4,200件/4,000件)  

太阳能面板（37MW/27MW)  电动汽车（2,300台/2,000台）  

CEMS 

EV 

BEMS 

蓄电池SCADA 

智能BEMS 
（东芝、大成建设） 

智能BEMS 
（日挥,日挥信息系统） 

智能BEMS 
（明电舍、NEC） 

独栋HEMS 
（Panasonic） 

独栋HEMS 
（三井不动产Residential、 
东芝） 

公寓HEMS 
（JX日矿日石能源、 
三井不动产Residential、东芝） 

集体住宅HEMS 
（东京GAS、 
NTT-F、NTT Docomo） 

CEMS 
（东芝、Accenture） 

FEMS 

FEMS 
（明电舍、住友电工） 

蓄电池SCADA 
（东芝、东京电力） 

协调需求用蓄电池 
（东芝、日立、明电舍、NEC） 

需求方蓄电池 
（索尼能源设备、 
夏普） 

写字楼BEMS 
（东芝、丸红、三菱地所、 
三井不动产） 

综合BEMS 
（东芝） 

充放电EV 
（日产自动车、日立、 
欧力士、欧力士汽车） 

公寓HEMS 
（大京Astage） 

HEMS 

CARWINGS Data Center 
（日产自动车） 

充电站 
（JX日矿日石能源 、东工大） 

数据收发系统 
（日立、东芝） 

智能BEMS 
 （清水建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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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开发、验证 

YSCP 

ＣＥＭＳ 供需预测、DR实证、OpenADR2.0b实证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目标指标完成情况及总体日程表 
到2012年度中期为止，从技术性角度建立了以CEMS为中心的地区能源管理系统、需求电量回馈（DR）
等的运行模式。2013年,2014年度进行各项DR实证，验证了其效果。 

  2011年度 2010年度 

6.8MW 
指 

标 

住宅用ＰＶ 

（目标：27MW) 19.1MW 
31.0MW 

   ▼完成目标 

     36.9MW 

         

ＨＥＭＳ采用户数 

（目标：4,000户)
户） 

EV采用台数 

（目标：2,000台） 

66户 995户 2,640户 
     4,230户 

            ▼完成目标 

427台 1,104台 1,859台 
     2,294台 

            ▼完成目标 

PTR方式实证 CCP方式实证 

社会实证 (抑止需
求） 

短周期供需调整实证、白天运行实证 

充放电EV系统实证、 

环保充电桩＋EV共享实证 

安装智能电表、B路适配器 

蓄电池SCADA 

ＢＥＭＳ 

ＨＥＭＳ 

ＥＶ 

蓄热蓄电联合最优控制、热电联合蓄电池综合能源管理实证 

吸收剩余电力实证、ADR实证、住户间能源互换实证、 
家庭内能源利用最优化控制 

社会实证 
（验证推动加入的效果） 

OpenADR2.0b 
实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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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有关ＹＳＣＰ实证 

10 



Copyright © 2014 Yokohama Smart City Project   

 HEMS实证实验（2013年度实证） 

ＨＥＭＳ实证结果：截至2012年度末，累计约2500户家庭采用了ＨＥＭＳ。 
2013年度开始，从上述家庭中选择与ＣＥＭＳ联动的约1900户家庭，将其分为多个组，
开展节能行动实验。 

＜节能行动实验：和家人一起，在享受乐趣的同时参加节能行动。＞ 

＜参加实证人员分组＞ 

设定虚拟
电费 

约25日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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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S实证实验（2013年度夏季实证成果） 

60日元 
/kWh 

13.91/kWh 13.91/kWh 11.82/kWh 

11.82/kWh 
19.3/kWh 19.3/kWh 

CPP1 

CPP2 

100日元 
/kWh 

B A 

A 

〇通过使用需求电量回馈（DR）系统，用电峰值削减效果最高可达到15.2％ 
〇通过下表预计将出现的行为模式 
  Ａ：控制DR时间段的电力需求 
  Ｂ：在电费较低的深夜时间段使用家电和热水器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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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ＭＳ实际成果：截至2013年度末，累计约4200户家庭采用了ＨＥＭＳ。 
2014年度针对约3500户家庭开展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节能行动实验。 
 

13 

＜2014年度夏季实证，挑战新课题＞ 

＜参加实证人员分组＞ 

形式
电费项目与

实证概况

HEMS+太阳能发电

约1,900户

使用电费菜单①CPP和②TOU。

积极呼吁节约用电，并与去年的实证进行比

较。

HEMS单体

约1,400户

使用电费菜单①CPP、②TOU、③PTR。

出示3种电费菜单，测量其效果。

拥有自动控制设

备的家庭

约200户

HEMS+太阳能发电

等　　约200户

使用电费菜单①CPP与②TOU。

同时测量自动控制的效果

各种实证的参加人员

社会实证

参加家庭

约3,500户

普通家庭

约3,300户

 需求家庭负担较小的电量需求回馈的实证（ＴＯＵ、ＰＴＲ） 
 潜在需求家庭诱因机制的实证（比价账单、账单保护） 
 确认用户加入TOU、CPP电费项目的意愿，推测DR效果量的实证（加入） 

＜实证所使用的电费项目＞ 

①高峰时段定价（ＣＰＰ）: 
电量需求过大时，经事先通知，
收取比平时高的电费。 

②分时间段定价（ＴＯＵ）： 
按照时间段收取不同电费，但实
验期内采用相同费用。 

③高峰时段奖金（ＰＴＲ）： 
电量需求过大时，经事先通知，
对减少的使用电量支付节电奖金
。 

 HEMS实证实验（2014年度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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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S实证实验（2014年度夏季实证成果） 

推动加入的手法 【推介】 【提供信息】 【给予优惠】 【加入率】 

① ○ ― ― 16.3% 

② ○ ○ ― 30.7% 

③ ○ ○ ○ 47.6% 

●参加人员的反响 

・参加人员中有９成表示通过利用HEMS，提高了节电意识，减少了用电量。 
・采用HEMS后，日常行为直接发生了变化，如“经常关灯”“用吹风机的时间减少了”等 

・参加人员中有８成希望根据HEMS收集的数据获得最优电费菜单的相关信息 
・电力零售自由化后，选择电力公司的标准，转为重视电费菜单 

通过标注加入新电费菜单的优点和缺点，验证有效的推介措施和节电效果               

14 

【推    介】介绍新的电费菜单，进行推介 
【提供信息】根据上年度或相似的家庭的实绩进行试算，提供加入新电费套餐后的优点  
            缺点等信息 
【给予优惠】加入新电费菜单后可享受一定优惠 

 

2倍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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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BEMS 楼宇群总体的ＩＣ计算 

供电计划 DR发布 

分配DR量 

执行DR 

预测需求 
（前日和当日） 

推断调整
剩余电力 

智能 
BEMS 

智能 
BEMS 

＋ 蓄电池 无BEMS 
现有 
BEMS 

Internet 

CEMS 

综合BEMS 

调整剩余电力 
大 小 中 

商户承受度 

无 
DR 

中 
大 

无 

Internet 

小 

各楼宇的ＩＣ计算 

 分群管理从大规模（签约电力500kW以上）到中小
规模（50-500kW)等拥有各种特性的楼宇， 
进行节电量最优化分配，并实现DR处理能力最大化 

 BEMS措施 ～综合BEMS～ 

15 

参加实证的 

主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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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BEMS电量需求回馈实证（2013年冬季和夏季） 

峰值削减最高
达22％ 

峰值削减最高
达22.8％ 

冬季 
（2013年1月～实证） 

峰值时间：17:00～20:00 

夏季 
（2013年7月～实证） 

峰值时间：13:00～16:00 

16 

目的：    在业务、商业楼宇部门，通过利用综合BEMS电量需求回馈实现最大限度降低用电峰值 
     并实现地区能源利用的最优化。 
实施内容： ①从CEMS向综合BEMS发布DR 
  ②综合BEMS根据各楼宇节电调整能力，向各楼宇分配DR要求量 
  ③各楼宇联合按照DR实施节电节能等措施 

写字楼、商业楼宇 

6个据点 
写字楼、商业楼宇 

14个据点 

2013年冬季和夏季峰值削减最高均超过20％。 
奖励价格为15日元／ｋＷｈ以上，DR的效果得到证实。 

 【2013年1月7日新闻发布】  【2013年10月24日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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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BEMS电量需求回馈实证（2014年度夏季） 

１）DR 实施天数：  2014年7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共7次 
２）实证规模   ：参加实证的据点签约电量总计约70,000kW。 
                    ※相当于普通家庭约23,000户的电量（按3kW计算）。 
３）实证主题：（１）确保提升削减量（负瓦特交易投标方式实证） 
       （２）缩短发布ＤＲ后的反应时间（Fast DR实证） 
４）参加企业：在2013年度夏季实证（14个据点）的基础上增加市营设施等15栋楼宇，共29个据点实施。 

17 

实证负瓦特交易（协议）机制与流程（示意） 

主题（１） 确保提升削减量（负瓦特交易） 

 ⇒每处据点平均完成削减目标超过90% 

 ⇒完成削减目标需要的价格指标约为30日元／kWh得到证实 

削减电量目标 
完成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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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手动、自动控制/蓄电池最优化控制 
住户间电、热互交 
・降低用电峰值效果 最高达到15.2％ 
・通过信息公开使推动加入变动型电费   
  政策的效果达到2倍 
・通过提供信息＋给予优惠达到3倍 
・ADR节电效果 最高达到16.6% 
・太阳能电池及蓄电池协调控制 
・建立集体住宅燃料电池分享模式 

 
 
 
 
 
 

 
 
 
 
大规模楼群管理/有效利用蓄热 
・PTR方式DR 峰值削减最高达到22% 
・CCP方式DR 各据点平均削减超过90% 
・热源及电源系统最优运行 
・储能用大型锂离子蓄电系统 
・混合动力蓄电系统 

 
 
 
 
 

 
 
 

蓄电池整合控制 
・可集约介面  
・多电池虚拟集约系统 
・推动介面标准化 
・短周期供求调整/白天运行 

 
 
 
 
 
 

 
有效利用大型蓄电池，以及再生能源 
・CGS及RF蓄电池整合最优化控制 
・支持OpenADR2.0b 

 
 
 

 
 
 
 
 
 

利用蓄电池控制削减EV充电高峰需求 
・充放电EV系统 
 太阳能发电的自家消费率提高25％， 
 CO2 降低25％ 
・环保充电桩＋EV分享 
 太阳能发电利用率提高约30%， 
 CO2 降低15% 

 
 
 
 
 
 
 
 

 
 
 

广域大城市型 多部门综合控制 
・需求预测精度达到5％ 
・支持OpenADR2.0b 
 （确认DRAS到各据点全部贯通） 

 
 
 
 

运用实证成果， 
实现能源循环型城市 

实证成果 

新宿实证  
电力DRAS 

蓄电池SCADA 

FEMS 

BEMS 

HEMS 

CEMS 

EV-EMS 

 ＹＳＣＰ实证项目总体成果 

18 

YSCP启动 

横滨智能商务协议会 

            合作企业 

能源供应商、建筑商 

电机及设备制造商等 

・推动节能和能源创造活动 
・加强防灾 
   ～创建低碳化、安全放心城市 
・提升经济活力 
   ～支持智能相关商业活动自发积极性 
・提升市民的认知度 

 18 



Copyright © 2014 Yokohama Smart City Project   

4．ＹＳＣＰ从实证到启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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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土木事务所作业所 
新南区综合行政机关大楼 

市大中心医院 电力供应商 

热电联合 
系统※２ 

电 

电 

电 热 

特定供电※１ 

※1 发电供应给关系密切的特定对象 
※2 利用煤气内燃机等进行发电，同时利用其废热部分满足空调等设备     
     的热量需求 
※3 通过BEMS有效利用废热和最优化控制地区能源 
     

BEMS※3 

 横滨市南区 综合行政机关大楼整修事业 

 市大中心医院与新南区综合行政机关大楼之间实行能源衔接，提高防灾性能 
 引进热电联合，实现高效率运行，同时有效利用废热，削减CO2，节约成本 
 更换陈旧的热源设备，通过BEMS最优化能源控制 

阪东桥站 

受电 

特高压 

自营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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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源循环型城市”为目标 

21 

能源循环型城市 

制定了“横滨市能源行动计划”！（2015年3月）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 

ＢＥＭＳ 

EV汽车共享 

社区自行车 

○ 通过引进利用可再生能源等运行的独立分散式发电，有效利用热能等措施，实现低碳
社会，为地区供电的稳定做贡献，减少发生灾害时的影响，积极打造安心、安全、环保
的城市。 

○ 与370万市民和11万家厂商分享本计划，作为一座环境未来型城市推动开展能源策略，
引进新技术，使环保的生活方式落地生根。 

增加市区的自生能源 

节俭并高效地利用这些能源的城市 

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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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证到启动的公民联合的新举措 

22 

・分散用电高峰 

・电量需求回馈实证 

・降低总用电量等等 

 为了发挥ＹＳＣＰ实证成果的作用，建设能源循环型城市，成立了新的公民联合
组织横滨智能商务协议会。（2015年4月） 

 

 运行能源管理系统，推动开展能源合作相关的新措施，将目前积累的 
 技术及形成的系统扩展到日本国内外。 

YSCP推进协议会 

YSCP实证 

・推动节能和能源创造活动 

・加强防灾 

 

 

 ・提升市民的认知度 

  ～建设低碳、安全放心城市 

～支持智能相关商业活动自发积极性 
・提升经济活力 

横滨智能商务协议会 

YSCP启动 

～合作企业～ 

能源供应商、建筑商 

电机及设备制造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