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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电力行业企业也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腾飞而快速发展。为了我国

经济的稳定繁荣,电力行业的电力工人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们也对电力企业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中国的电力

企业在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进网作业,工程管理,项目审批等方面有待加强管理和监督,完善长效的工作

机制,制定绿色长远和科学、周全的战略规划,以保证中国的电力项目在施工企业的建设过程中的安全性

稳定性。所以,本文就新时期中国电力工程管理的现状与创新发展进行探讨,希望通过这次的研究,对

中国电力工程的管理现状提出有益的发展策略和思路,促进中国电力工程的科学、安全、绿色和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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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nterprises in the power industry are 

also followingChina's economy as a whole is taking off and developing rapidly. For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power workers in the power industry have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sacrifices.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life, China's power enterprises need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approval, 

etc., improve the long-term working mechanism, and formulate a green long-term and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lan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China's power 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we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and hopes to put forward usefu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deas for the management status of China's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through this 

research, so a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saf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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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桦川县供电分公司紧紧围绕率

先全面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化公司战略目标,首次将“资产组”

概念引入电网企业投资全过程管理,融合现代电网企业组织架

构、管理需求和生产经营实际,以产品或服务能源计量、消耗和

资源占用相对独立、为用户提供完整明确功能为标准建立电网

“资产组”体系,将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桦川县供电分公

司整体价值创造过程直接具化到电网的最小细胞单位,通过价

值创造场景的数据还原,提高电网企业投资的管理精度,解决电

网效益评价与科学投资决策的难题;搭建基于资产组的电网投

资一体化信息平台,归集海量公司内外部数据信息,适应不同类

别的投资需求,统筹配置电网资源,提升电网的整体性和效率效

益,形成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桦川县供电分公司价值创

造合力。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桦川县供电分公司承担着所辖

8个旗区工农牧业生产及城乡170万居民生活供电任务,供电面

积约9.95万平方公里。截至2013年11月,配电线路总长354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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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配电变压器29486台,配电电缆2647.93公里,环网柜1612

台,配电设备维护数量居国网公司系统之首。为全面落实“守三

线、抓三基、加强精细化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

打造安全可靠、经济高效、技术先进的配电网,该局率先响应国

网号召,提前布局有关工作。基于上述背景,该局2018年在部分

地区先行探索实施配电设备带电检测工作,2019年作为公司试

点,全面探索、研究和总结配电设备带电检测工作方法和管理经

验,固化形成状态检修管理模式,为公司在系统东北地区全面推

广实施奠定基础、 

1 以里程碑考核为核心的工程协同企业管理 

里程碑考核是电力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通

常在工程项目的关键阶段进行,以评估项目进展和确保项目目

标的顺利实现。以下是里程碑考核方法的主要内容: 

1.1电力工程项目目标和范围 

评审会首先回顾项目的目标和范围,确保所有的参与方对

项目的目标和范围有清晰的理解。这有助于避免项目目标的模

糊性和范围的蔓延。 

1.2进展情况 

评审会首先评估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与项目进度的预定

计划进行比较。项目进度,成本和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数据将被收

集和分析以便确定是否存在偏离项目进度的情况 

1.3风险管理 

评审会关注所有项目的风险管理情况。评审会将汇报已识

别的风险,并提供相应的管理措施和应对计划。评审会综合评

估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风险管

理措施。 

2 实施背景 

(1)落实东北区域能源发展战略,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工业基

地的需要；(2)助力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电力客户可靠

用电的需要；(3)强化电力企业内部工程管控,提升工程管理精

细化水平的需要。 

3 实施步骤和流程 

(1)构建共享平台,协同组织保障；(2)优化共享机制,贯通

创新链条；(3)推进人才共享,携手攻克难关；(4)促进知识共享,

把关成果质量；(5)加大创新激励,提供动力引擎；(6)统一效果

鉴定,护航成果推广。 

4 实施新的管理措施后带来的社会意义 

(1)电力企业物资管理水平明显提升；(2)电力企业经济效

益显著增加；(3)树立了良好的电力企业形象。 

5 新时期我国电力工程管理企业的现状 

(1)缺少科学,完整,系统的电力工程管理体系。想要提高电

力施工企业电力工程的质量水平,首先就要重视电力企业的工

程管理体制,要不断的完善现有的工程管理体制和纪律,并且在

管理过程中设置科学合理的管理层次与结构,分出轻重缓急。由

于目前缺乏系统的完善的科学的管理机制,所以存在这方面的

问题和缺陷也是非常突出的,也会成为今后对我国电力行业工

程整体管理水平提高的阻碍。(2)电力施工企业的工程管理形式

不符合要求。中国的电力施工企业主要是由电力施工企业,电力

劳务企业,电力承包企业三方组成,所以这种形式对于加强我国

电力施工企业行业的管理,促进电力行业的工程质量提升以及

经济效益的双赢都是非常不利。所以,目前中国电力行业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施工的劳作均是自己提供相关的设备和实施材料,

并且电力工人也是由施工队自己组建的,所以其综合素质也较

低,专业化水平较低,这也就造成工程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投

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对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监督,就

阻碍了管理的效率,使得管理形式存在过多的麻烦。(3)电力企

业领导人思想固化,保守也是阻碍电力企业积极创新的一大障

碍。为此,电力企业领导人突破固有思维,树立科技兴企理念。 

6 新时期我国电力工程管理企业的创新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桦川县供电分公司坚持把科技

创新作为第一动力,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重点技术攻

关、加大科研平台建设等举措,不断推动电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布战略、想策略,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竞争力,加快走出一条

特色化、差异化的创新发展道路。 

6.1政府提供政策优惠,激发科技创新热情 

全国政协委员江委员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着

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难匹配、产学研用融合政府提供政策优惠

不够、科研成果难转化、创新效益不显著、自主创新产品市场

竞争异常白热化,激发科技创新等问题,诸多问题的存在让电力

企业创新的道路遍布荆棘。因此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

轮驱动”,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

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

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才是如今政府需要努力的方向,方能为电

力企业发展释放空间。 

6.2新时期我国电力工程企业管理的创新发展策略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进步,电力施工领域在目前的发展来

看,仍然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电力行业企业的

工程管理进行不断的创新,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找到适合

电力行业企业发展的思路,以实现它的经济价值。 

(1)管理技术的创新。(2)电力企业项目工程观念上的管理

创新。(3)注重电力企业项目工程人员的培训。(4)加强电力企

业战略管理创新,从长远布局和整体策划电力企业的发展手段.

目标以及策略。(5)打破固有的电力企业模式,打造可靠的电力

创新队伍。 

比如我国电力企业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

固有的模式,即电力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工作程序到行为

方式、管理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思想和意识形

态经过长期积淀,在企业不少干部职工中已根深蒂固。要转变观

念,首先要打破传统模式,进行革新,以机制、制度来促进职工思

想观念的根本转变。 

在构建和谐电力、营造快乐工作氛围的电力企业时,当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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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创新也应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管理创新。电力企业积极尊

重人才、爱惜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提高对电力企业意识创新、

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服务创新;使供电企业走上科学的、可持

续发展的轨道。 

7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提升和技术的不断增强,电力企业项目工

程也迎来了它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中,它不仅面临着

挑战,也面临着机遇。现阶段,我国的电力工程工作虽取得很大

成绩,但是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中也

得到了很多的经验,但是在电力工程管理方面仍然很薄弱,这也

就影响了电力企业项目工程的良好发展。因此,必须加强电力企

业项目工程的管理及其创新,其是提高电力工程在市场竞争的

有效方式,也是促进我国电力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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