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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电力工程质量管理的有效策略与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并分析其在实际工

程项目中的应用效果。本文首先概述了当前电力工程质量管理和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提出了一

套结合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与关键绩效指标(KPIs)的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强调过程控制、风险

预防与持续改进,旨在提升电力工程项目的整体质量和经济效益。通过实际案例的应用验证,本文展示了

该体系在提高工程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显著成效,为电力行业质量管理和绩效评

价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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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power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analyze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power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re summarized, and the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combining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and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is proposed. 

The model emphasizes process contro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power engineering project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verification of 

practical cases, this paper shows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system in improving engineering quality, 

reducing costs and enhanc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rovides an operabl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quality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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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作为基础能源的地位日益

凸显,电力工程项目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

展。然而,电力工程建设过程中频繁出现的质量问题,如设计缺

陷、施工失误、材料不合格等,不仅影响工程进度,还可能带来

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可操作性强的质

量管理与绩效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国内外电力工

程质量管理和绩效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如何通过构建一个

全面、动态的质量管理体系,结合绩效评价的关键指标,实现

电力工程项目的高效管理与优化。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批判性

分析,本文将提出一种创新性的评价体系,旨在解决传统管理

方式存在的局限性,促进电力工程质量的持续提升和项目绩效

的最优化。 

1 电力工程质量管理和绩效评价现状分析 

1.1国内外电力工程质量管理体系比较 

在全球范围内,电力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的发展呈现出多元

化特征,各国依据自身国情和行业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

模式。在中国,电力工程质量管理体系遵循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及

行业标准,如《电力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等,强

调全过程控制与标准化作业,确保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各阶段的

质量达标。相比之下,欧美国家更侧重于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标准的应用,注重体系认证与持续改进机制,强调顾客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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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导向。日本则通过“全面质量管理”(TQM)理念,将质量

意识深深植入企业文化之中,实现了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的全

员参与。尽管体系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提高工程质量、减少缺

陷、提升效率的核心目标展开,且普遍采用风险管理、信息化管

理等现代管理手段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工程环境。 

1.2现行绩效评价体系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电力工程质量与绩效评价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项目管理水平的提升,但仍面临多方面挑战。首要问题在于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够科学全面,部分关键绩效指标(KPIs)选

取缺乏针对性,未能充分反映工程项目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导致

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其次,评价过程往往偏重于事后

评估,缺乏对项目执行过程的实时监控与预警机制,难以及时发

现并纠正偏差。再者,绩效评价体系的信息化程度不足,数据采

集与处理效率低,影响了评价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最后,绩

效评价与激励机制的联动不足,评价结果未能有效转化为组织

和个人的激励措施,影响了质量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1.3电力工程质量与绩效评价相关理论基础 

电力工程质量与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依托于多种管理学

与工程学理论。质量管理理论方面,戴明环(PDCA循环)为持续改

进提供了理论框架,强调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四个环节的循

环往复,是电力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柱。此外,六西

格玛(SixSigma)方法论通过统计分析减少变异,追求近乎完美

的过程输出,为电力工程质量控制提供了量化管理工具。绩效评

价领域,平衡计分卡(BalancedScorecard)理论强调财务、顾客、

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的均衡发展,为电力工程项目的

绩效评价提供了全面视角。同时,关键绩效指标理论则关注于少

数关键指标的设定与追踪,确保评价体系的聚焦性和有效性。这

些理论的综合应用,为构建适应电力工程特点的质量与绩效评

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2 电力工程质量管理体系构建 

2.1 ISO9001标准在电力工程中的应用 

ISO9001作为国际公认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为电力工程提

供了系统化的质量管理框架。在电力工程项目中,该标准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强调以顾客为中心的原则,要

求电力企业深入了解客户需求,确保工程产品和服务满足甚至

超越客户的期望。其次,通过过程方法管理,指导企业识别、控

制并持续改进所有影响质量的关键业务流程,包括设计、采购、

施工、测试、运维等环节。再者,强调领导作用与全员参与,确

保从最高管理层到一线员工均承担起质量责任,形成良好的质

量文化。此外,ISO9001还促进了质量管理的系统化、文件化和

可追溯性,借助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实现质量

管理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为电力工程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2.2质量管理流程设计与优化 

电力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的流程设计与优化,旨在消除浪费、

减少错误、提升效率。这一过程通常包含：定义、测量、分析、

改进、控制(DMAIC)五个阶段。首先,明确质量目标,定义关键业

务流程,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标准和职责。随后,通过数据

收集与分析,客观评估当前流程的绩效水平,识别存在的质量问

题与效率瓶颈。基于分析结果,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流程改进,

比如引入先进的施工技术、优化资源配置、实施标准化作业等。

改进后,还需建立有效的监控和控制系统,确保改进成果得以持

续保持,并为未来进一步优化提供数据支持。此外,利用信息化

工具,如项目管理软件、质量管理系统(QMS)等,可以显著提高流

程设计与优化的效率和效果。 

2.3风险管理与预防机制的建立 

电力工程质量风险管理与预防机制的构建,是确保工程质

量、避免重大事故的关键。这包括：风险识别,通过专家评审、

历史数据分析、现场勘查等方式,系统地识别电力工程项目全生

命周期内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如设计缺陷、材料质量不达标、

施工失误等。风险评估,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估风

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潜在影响,优先处理高风险项。风险控制,

制定并实施风险缓解措施,如采用备用设计方案、加强供应商管

理、实施严格的施工监督等。应急准备与响应,建立应急预案,

定期进行应急演练,确保在风险变为现实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

对,减少损失。此外,建立持续的风险监控机制,结合项目进展动

态调整风险管理策略,是预防机制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上述措

施,形成闭环的风险管理体系,为电力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保驾

护航。 

3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3.1关键绩效指标(KPIs)的选择与定义 

构建电力工程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关键绩效指标(KPIs)

的选择与明确定义至关重要。KPIs应当直接关联组织的战略目

标,同时反映电力工程项目的独特性。选择KPI时,应遵循SMART

原则(具体Specific、可衡量Measurable、可达成Achievable、

相关性Relevant、时限性Time-bound),确保指标既具有挑战性

又实际可行。例如,对于电力工程项目,可选取“项目按时完成

率”、“成本控制偏差率”、“工程质量合格率”、“安全事故发生

频率”作为核心KPI。定义KPI时,需清晰说明计算公式、数据来

源、评价周期及达标标准,确保评价过程的客观性和一致性。 

3.2绩效评价模型的设计与实施 

绩效评价模型的设计需综合考虑多维度因素,以确保评价

的全面性和公平性。模型设计通常包括：目标管理(MBO)、平衡

计分卡(BSC)、关键绩效指标(KPIs)体系等方法的融合。BSC模

型通过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视角设定指标,

适用于电力工程项目的长期战略导向评价。实施过程中,需建立

层次分明的评价体系,自上而下分解战略目标至部门和个人,确

保各层级目标对齐。同时,采用定期评估与即时反馈机制,及时

发现并解决问题,促进持续改进。此外,绩效评价不应仅聚焦于

结果,还应关注过程中的行为表现与能力发展,实现绩效管理和

个人成长的双重促进。 

3.3信息化工具在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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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工具已成为绩效评价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这些工具不仅提高了评价的效率与准确性,还增强

了数据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例如,使用企业资源计划(ERP)系

统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模块,自动采集项目

进度、成本、质量等数据,为KPI计算提供实时准确的信息源。

绩效管理软件则能够自动化处理评价流程,如设定评价周期、发

送评价通知、汇总评价结果、生成个性化反馈报告等。此外,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应用,能够深入挖掘绩效数据背

后的趋势和关联,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如预测未来绩效趋

势、识别绩效改进点。通过这些信息化工具,绩效评价体系变得

更加智能化、精细化,有效支撑了电力工程项目的高效管理和持

续优化。 

4 电力工程质量与绩效评价体系的实证研究 

为了深入探究电力工程质量与绩效评价体系的实际效果,

本研究精心选择了X电力公司近期完成的Y输电线路改造项目作

为案例。该项目规模适中,涉及多环节施工与复杂技术应用,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数据收集阶段,采用了混合方法学,结合定量

与定性分析。定量数据主要来源于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包括项目

成本、工期、质量检测报告等；定性数据则通过深度访谈项目

管理者、工程师及一线工人,以及查阅项目文档和会议记录,收

集关于项目管理过程、团队协作、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信息。为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所有数据均经过严格筛选与验证,

并采用匿名处理,保障信息的安全与隐私。 

应用上述构建的绩效评价体系对Y项目进行评价,首先依据

关键绩效指标(KPIs)体系,对项目的时间、成本、质量和安全管

理进行了量化评估。通过平衡计分卡框架,综合分析了项目在财

务效益、顾客满意度(即供电稳定性与安全性)、内部流程优化

及团队学习与创新方面的表现。实证结果显示,项目按时完工率

达到了98%,成本控制偏差保持在5%以内,工程质量合格率高达

99.5%,且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表明项目整体执行情况良好。进

一步地,平衡计分卡分析揭示了项目在提高供电服务质量、优化

施工流程、促进员工技能提升方面的显著成效。然而,也发现了

在某些特定环节,如物资采购效率和跨部门沟通协调方面存在

改进空间。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数据整合难度大、

评价指标主观性强、信息化工具应用不充分等问题。针对这些

挑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数据治理：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管理体系,提高

数据的标准化和兼容性,便于跨系统数据整合与分析。 

(2)优化指标体系：持续完善KPIs,引入更多行业最佳实践,

同时增加员工参与度,确保指标既科学合理又具有广泛接受度。 

(3)深化信息化应用：推动ERP、项目管理软件及大数据分

析平台的集成应用,实现评价流程自动化与智能化,提升数据处

理与分析能力。 

(4)强化跨部门协同：建立健全的沟通机制,运用协作平台

促进信息共享,解决跨部门协作障碍,提升整体执行力。 

(5)持续跟踪与反馈：建立长效的绩效监控与反馈机制,定

期回顾评价结果,及时调整策略,确保绩效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

适应性。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进一步提升电力工程质量与绩效评价

体系的实施效果,为电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电力工程质量管理和绩效评价的现状与

挑战,提出了一个融合ISO9001标准与KPIs的综合评价体系。实

践证明,该体系能够有效提升电力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效率与

绩效水平,对推动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理念的更新,持续优化这一评价体系,加

强其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与反馈,将是进一步提升电力工程质

量管理水平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朱学文,裴爱华,彭飞,等.基于系统思维的重大电力工程

项目管控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22,36(5):6. 

[2]韩重阳.绩效管理在电力工程新能源工地的应用与优化

[J].现代工程科技,2023,2(22):121-124. 

[3]陆嘉铭,苏运,姚嵘.基于电力大数据的业务场景导向关

键绩效指标体系研究[J].管理科学与工程,2023,12(4):518-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