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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科研型企业主要从事电力运行、检修等专业技术支撑，以提高电网运行安全、解决生产现场技术难题为

目标，以研究开发资金项目为依托，开展新技术研究、新标准编制等，其综合计划管理与一般供电公司存在较大差异。

基于电力科研型企业的特点，探讨通过“三级管控”模式，提高投资计划完成率等指标，实现综合计划管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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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scientific research enterprises are mainly engaged in power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other professional tech-
nical support． Ｒely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s projects，they take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security of power
grid and solving the technical problems on the production site as the goal to carry out new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new stand-
ards preparation，etc． Their comprehensive project managemen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power supply compani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scientific research enterprises，how to improve the completion rate of investment plans
and other indicators is discussed through the " three － level control mode" to achieve th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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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电网企业的综合计划管理涵盖的内容较多，一

般包括 4 个大类: 1 ) 发展投入类指标，主要涉及资

金投入的项目，如电网基建、城市配网、生产技改、固
定资产零星购置、生产大修、电网信息化投入、营销

投入、研究开发、教育培训、管理咨询等; 2 ) 营业业

绩类指标，主要涉及购电量、售电量、营业收入、可控

费用、总利润、线损率等; 3 ) 供电服务类指标，主要

涉及城市综合供电电压合格率及其供电可靠性、农
网供电可靠率、农网综合供电电压合格率等; 4 ) 资

产质量类指标，主要涉及总资产、资产负债率、电费

回收等［1］。
电力科研企业的综合计划管理与供电公司存

在较大差异: 1 ) 发展投入类指标方面，供电公司以

电网基建、城市配网等电网投资为主，电力科研企

业以研究开发等成本类投资为主; 2 ) 供电公司项

目管理侧重于施工安全、质量、进度等，电力科研

企业的生产技改、生产大修主要用于科研实验室

建设和改造，科研项目实施管控也与基建项目存

在较大差异; 3 ) 电力科研企业一般不涉及营业业

绩、供电服务、资产质量等指标。下面将结合电力

科研企业综合计划的特点，重点探讨如何通过“三

级管控”模式，强化发展投入类指标的管理，从而

实现综合计划管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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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电力科研企业的生产技改、生产大修项目主要

用于科研实验室建设和改造，所涉及的设备改造过

程复杂，实施进度控制难度大，配套设备、部件的供

应周期长，其项目过程管控操作困难，投资资金完成

偏差不易控制。同时，研究开发在综合计划总体资

金中占比较大，项目实施过程与基建类项目完全不

同，工程类项目管理模式对其不适用，其项目的完成

进度管控、资金使用进度管理直接制约综合计划整

体完成。基于上述原因，电力科研企业急需一套适

应其项目实施特点的管理方式，推动项目实施过程

管理，促进综合计划管理提升。

2 综合计划管理提升的目标

以确保上级综合计划指标为导向，以综合计划

月分析、季考评为抓手，以综合计划全过程管控、指
标刚性执行为核心，通过综合计划三级管控，突出计

划统领作用，开展“资金进度 + 实施质量”的双重管

控，明确项目管理重点，落实项目实施要求，推进实

施进度，加强计划指标和项目执行全过程监测、分析

和考评，着力提升综合计划支出入账月季度平衡水

平和年度完成水平，进一步实现综合计划有序、协调

和平稳执行，提升综合计划管理精益化水平。

3 基于“三级”管控模式的提升措施

3． 1 “三级管控”的含义

“一级管控”即公司层面的综合计划管控，由综

合计划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下达综合计划阶段目标要

求，明确计划执行管控里程碑，开展综合计划的执行

过程管控，对项目管理部门实施监督和考核。
“二级管控”即项目管理部门层面的管控，在综

合计划阶段目标要求基础上，由项目管理部门负责

确定专项资金项目的完成目标和进度管控计划，开

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执行过程管控，对项目承担部门

实施监督和考核。
“三级管控”即项目实施层面的管控，是项目承

担部门按照项目管理部门确定的完成目标和进度管

控计划，开展项目具体实施，并在部门内部形成过程

管理机制，保证项目顺利完成，对项目负责人、资金

负责人、具体实施人员等实施监督和考核。
3． 2 明确责任分工

1) 综合计划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开展“一级

管控”，履行以下职责: 负责统筹综合计划的项目储

备; 负责制定下一年度综合计划编制要求，汇总下一

年度专项计划建议及计划调整建议，编制下一年度

综合计划编制建议［2］; 负责综合计划的分解下达，

同时下达里程碑计划并明确阶段性目标和要求; 负

责实施综合计划全过程管控，对里程碑计划和阶段

性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检查、监督和通报; 负

责组织、督促专项资金项目的管理; 负责对项目管理

层面的管控，进行检查、督促、通报、考核; 负责对综

合计划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确保指标完

成。
2) 专业资金项目的管理部门，负责开展“二级

管控”，履行以下职责: 负责专业资金项目的全过程

管控，包括电网基建、城市配网、生产技改、固定资产

零星购置、生产大修、电网信息化投入、营销投入、研
究开发、教育培训、管理咨询等专业资金项目［3］; 负

责组织专项资金项目的论证与储备; 负责编制下一

年度指标计划、专项资金项目计划建议及调整建议;

负责配合计划归口部门完成综合计划的分解与下

达; 负责刚性执行综合计划下达的里程碑计划和阶

段性目标、要求，组织、督促承担部门开展项目实施，

确保综合计划下达考核指标的完成; 负责制定符合

项目管理特点要求、超前于里程碑时间节点的项目

进度管控方案，开展项目全过程管控; 负责专项资金

项目执行情况的分析，编制相关分析材料。负责对

项目承担部门，进行检查、督促，提出通报、考核意

见。
3) 专 业 资 金 项 目 的 实 施 部 门，负 责“三 级 管

控”，履行以下职责: 负责提出专项资金项目储备需

求，完成项目储备工作，配合储备项目审查、入储备

库等工作; 负责专项项目的实施管控，配合制定项目

进度管控方案，确定项目负责人、资金负责人、具体

实施人员等; 负责制定内部项目实施管控机制，刚性

执行进度管控计划，按时完成实施工作，确保项目顺

利完成; 负责配合项目管理部门，开展专项资金项目

完成情况的分析; 负责根据部门承担项目的完成情

况，对项目负责人、资金负责人、具体实施人员等，进

行内部检查、督促、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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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明确管控目标

1) 投资计划完成偏差率

目标值及考评周期: 目标值 0%，月通报、季度

及年度考评。指标执行要求: 负责二级管控的资金

项目管理部门，一是加强对分管综合计划项目的过

程管控，通过采购申请提报、合同签订及履约等关键

环节，保证项目实际实施进度与形象进度匹配; 二是

建立与上级部门月季度指标跟踪上报机制，在每月

25 日前与上级对口专业部门就该项指标进行跟踪

协调，掌握其要求，确保上级部门对综合计划累计形

象进度完成值不低于要求的目标值。对未能完成的

项目，应于上级部门通报后的当月及时完成情况梳

理并提出整改措施及考评意见。
2) 投资计划、投资项目调整幅度

目标值及考评周期: 目标值不大于 3% ，年度

考评。指标执行要求: 负责三级管控的项目实施

部门应切实履行项目实施管理主体责任，确保承

担的项目按预算执行，不得调整。对于确需调整

的，应在 8 月前向对口的项目管理部门报告并履

行公司“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后，由计划归口部门

统一行 文 报 送 上 级 管 理 部 门。对 出 现 调 整 的 项

目，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应及时完成情况梳理并提

出整改措施及考评意见。
3) 项目的过程管控情况

目标值及考评周期: 物资及非物资采购申请

EＲP 提报及时率目标值 100%，月通报、季度及年度

考评。指标执行要求: 负责二级管控的资金项目管

理部门应按照上级下达的综合计划里程碑节点和公

司年度物资采购批次计划安排要求，督促项目承担

部门，及时在 EＲP 系统提报物资及非物资采购申

请，确保分管的综合计划月季度物资及非物资采购

申请 EＲP 提报及时率为 100%。对未能完成的项

目，应于上级部门通报后的当月及时完成情况梳理

并提出整改措施及考评意见。
4) 项目支出入账率

目标值及考评周期: 目标值不低于 75%，月通

报、年度考评。指标执行要求: 负责二级管控的资金

项目管理部门应按照省公司下达的投资计划月季度

目标、院综合计划里程碑节点和财务支出入账管理

等要求，加强项目过程监控，确保项目月季度累计支

出入账目标的完成。对未能完成的项目，应于发展

安监部( 综合计划一级管控) 组织通报后的当月及

时完成情况梳理并提出整改措施及考评意见。
3． 4 项目里程碑精益编制与执行过程推演

综合计划项目里程碑关键节点主要包括项目物

资招标采购( 含物资合同签订及入账) 、非物资招标

采购( 含非物资合同签订及入账) 、项目实施( 含项

目开工、竣工、验收、结算、审计、关闭及归档等) 、各
季度支出入账资金计划等，同时按项目类别和特点，

对关键节点进行了差异化设置。编制及推演原则如

下:

1) 项目物资及非物资招标采购节点

采购内容及批次节点: 应符合项目可研批复

( 项目建议书) 、项目管理规定、院年度物资采购批

次计划安排等。采购批次计划按照“赶早不赶晚”
原则，选择不晚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下达里程碑

节点的最近批次，力争提前，不得延后。合同签订节

点: 纳入公开招标的，一般为 EＲP 采购申请截止时

间后的 3 个月。纳入省公司授权非招标采购的，一

般为 EＲP 采购申请截止时间后的 1 个月。合同履

约节点: 物资合同按照到货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入账

并按合同约定支付。
非物资合同按照均衡入账和工程量匹配原则，

根据项目类别差异化制定支出入账节点和比例( 备

注: 纳入公开招标的非物资合同资金阶段支付要求

及比例应按照项目里程碑要求编制，并在省公司工

程服务招标计划审查时固化在招标文件中) 。原则

上，除因工程量较小( 合同签订后 3 个月左右完工)

可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入账的外，均须按对应工程量

分阶段入账，以实现资金与项目工程量执行质效双

提升。其中第一阶段在相应工程量验收合格后支出

入账原则上不高于合同总金额的 30%。
2) 项目实施节点

按照上级综合计划管理要求，当年项目当年完

工，当年资金，当年入账，不得跨年。资金项目管理

部门根据项目类别和相关管理要求，细化制定项目

实施节点，确保项目实施节点合规合理。
3) 季度支出入账资金计划节点

资金项目管理部门根据采购、合同、财务支付等

节点和管理要求，组织编制分管资金项目各季度支

出入账资金计划，避免出现第 4 季度集中支付的情

况。各季度支出入账资金计划累计值原则上应与项

目当年资金一致，支出入账计划包括无需招标采购

的其他费用( 如差旅费、会议费、个人培训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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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执行过程推演

资金项目管理部门根据编制的里程碑关键节点

并充分考虑合同管理、财务管理( 如月度现金提报、
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等) 、项目管理等要求，组织项

目实施部门进行项目执行的精益推演，确保里程碑

关键节点合理可控。
3． 5 执行偏差分析和预警

以综合计划月分析、季考评为抓手，计划归口部

门作为综合计划的一级管控，重点开展资金计划执

行偏差的分析和预警。资金项目管理部门按照综合

计划二级管控要求，重点开展项目里程碑执行偏差

的分析和预警。通过“正向跟踪”和“逆向溯源”方

式，掌握计划项目的进展状态，确保计划执行可控、
在控。

1) 资金计划执行偏差分析和预警

计划归口部门按照项目类别和项目承担部门，

每月对综合计划项目当年资金月度累计 EＲP 财务

支出入账率( 不含税) 与当季里程碑目标值进行对

比分析和通报排名。每季度对综合计划项目当年资

金季度累计 EＲP 财务支出入账率( 不含税) 与里程

碑目标进行对比分析和通报考评。按照里程碑要

求，各类综合计划项目季度累计支出入账完成率在

目标值的 85%以下( 含) ，给出Ⅰ级预警，下达书面

整改通知书。由公司综合计划分管领导约谈项目管

理部门及项目承担部门负责人，视情况考核。在目

标值的 85% ～ 90% ( 含) ，给出Ⅱ级预警，下达书面

整改通知书。在目标值的 90% ～95% ( 含) ，给出Ⅲ
级预警，进行通报提醒。在目标值的 95% ～ 100%，

给出Ⅳ级预警，进行日常督促。详见表 1。

2) 项目里程碑执行偏差的分析和预警

资金项目管理部门应按照项目里程碑计划，每

月督促项目实施部门按时完成项目物资及非物资招

标采购提报、合同签订及履约、竣工验收、结算审计、
归档等关键项目进度，加强项目实际工程量的过程

跟踪和管控，确保资金安全和项目可控、在控。对于

项目进度滞后里程碑超过 7 日及以上的，给出红色

预警，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由公司综合计划分管

领导约谈项目承担部门负责人，视情况考核。滞后

里程碑达到 5 日以上，7 日以内的，给出橙色预警，

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滞后里程碑达到 3 日以上，5
日以内的，给出黄色预警，进行通报提醒。滞后里程

碑达到 3 日以内的，给出蓝色预警，进行日常督促。
详见表 2。

4 结 语

将综合计划中的发展投入指标作为管理提升的

重点，结合电力科研企业综合计划的特点，创新探讨

综合计划“三级管控”模式，从职责分工、目标确定、
实施推演、偏差分析与预警等方面论述“三级管控”
的实施方法，达到以下综合计划管理提升目标:

1) 通过实施“三级管控”模式，进一步理清各级

管理职责界面，明确管控目标和重点，逐步形成层级

清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的综合计划管理新格局。
2) 通过精益化编制项目管控里程碑，提前推演

实施关键节点，梳理风险点、制约因素，为细化分解

支出入账率等管控目标，提供依据，提升综合计划实

施过程管控能力。
表 1 资金计划精益管控预警级别

序号 预警级别 定义 预警方式

1 Ⅳ级 在目标值的 95% ～100% 进行日常督促

2 Ⅲ级 在目标值的 90% ～95% ( 含) 进行通报提醒

3 Ⅱ级 在目标值的 85% ～90% ( 含) 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

4 Ⅰ级 在目标值的 85%以下( 含)
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由公司综合计划分管领导

约谈项目管理部门及项目承担部门负责人，视情况考核

表 2 项目里程碑精益管控预警级别

序号 预警级别 定义 预警方式

1 蓝色 滞后里程碑达到 3 日以内 进行日常督促

2 黄色 滞后里程碑达到 3 日以上，5 日以内 进行通报提醒

3 橙色 滞后里程碑达到 5 日以上，7 日以内 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

4 红色 滞后里程碑超过 7 日及以上
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由公司综合计划分管领导约谈

项目管理部门及项目承担部门负责人，视情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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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里程碑节点目标为抓手，以关键节点为重

点，开展执行偏差分析和预警，提前制定预防和纠偏

措施，杜绝Ⅰ级和红色预警，避免Ⅱ级和橙色预警，

有效减少Ⅲ级、Ⅳ级和黄色、蓝色预警，最终实现投

资计划完成零偏差，投资计划、投资项目零调整，支

出入账率目标完成。
通过开展综合计划“三级管控”，某电力科研企

业 2017 年度的项目支出完成率指标，同比提高约

21． 15%，首次位居该网省系统 42 家单位第 1 名，较

2016 年提高 2 名，提前完成上级下达年度支出入账目

标要求。累计支出入账率季度平均值达到 14． 91%，

综合计划管控指标和资金预算均衡性取得 2010 年实

行综合计划管理以来最佳成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率达到 94． 66%，超过省公司平均值 11．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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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业务的标准流程进行对比，对监控员的操作进

行分析评价，给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

5 应用效果

所提出的几项变电站集中监控功能实用化改进，

已在四川省多个地区调控中心投入实际使用。相关

改进工作显著提升了变电站集中监控工作的效率，确

保了变电站集中监控功能的顺利实施并为更大范围

的集中监控提供了足够的支撑。其中，成都地调属于

省会级大型地调，集中监控厂站 293 座，实施监控功

能改进后，每值监控员用于监控信号巡检的时间由

3． 5 h 缩短为 10 min，此外在事故应对和设备监控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也由此得到显著的提升。

6 结 语

变电站集中监控能够大幅提升电网运行的集约

化水平，是电网调控业务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它

也给监控员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挑战。智能电网调

度和控制系统不能拘泥于原有主要面向调度员的设

计，而要充分理解集中监控业务的需求，在信号量完

整和展示结果简洁这两个方面做到很好的平衡，才

能真正给集中监控业务提供有效的支撑。所提出的

几项实用化改进是这方面工作的一点尝试，经过初

步实施能够明显体会到在对集中监控业务的特点和

需求进行细致分析后，调控系统适当的改进能够显

著提升对集中监控业务的支撑。后续将对监控业务

的需求进一步分析研究，结合专业管理的规范化和

标准化，继续提升监控数据分析水平，为变电站集中

监控业务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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