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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project management has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for investors 
and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s for project managers. We propose an integrativ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power construction of pre-project management. By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as an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preparatory work, we can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o-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expedite feasibility research, docu-
ment support, record filing, and government approval so as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decision-making levels for invest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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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在项目投资决策及后续建设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本文提出为电力建设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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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作管理建立一个综合信息平台，作为项目管理机制中的有效准备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加强

前期项目管理流程的标准化，加快可行性研究、文档支持，备案，政府批准，以提高管理效率和投资项

目的决策水平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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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项目管理，是针对项目目标进行的全过程管理的一项管理实践活动，是项目全生命期的管理。工程

项目的前期管理工作为工程项目建设提供决策依据[1]。但一直以来，国内的项目管理活动在实践上和理

论上普遍存在重中期过程管理、轻前期基础理论和管理实践及其经验总结的情况。但在实践中，前期管

理研究，特别是以可行性分析为主的项目评价论证，却起着中后期项目管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

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地位，在项目全程管理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项目投资的最终效果也有着极大的影

响，是项目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2]。 

2. 背景 

电源项目前期管理工作一般指电源项目核准之前所开展的工作，是对整个项目建设进行决策的过程，

其具体的工作就是研究项目在电源建设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3]。它涉及面广、具有前瞻性，是贯彻落实

电力企业发展战略的最前沿，是电力发展的水龙头。前期工作的圆满完成，是电源项目顺利开工建设的

可靠保障和重要环节[4]。 
“十二五”以来，我国电力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前期工作面临的形势也更为复杂。这就要求对前期

管理工作实施规范化操作，以可行性分析评估为核心，构成一个比较完整与清晰的项目前期管理体系框

架，才能为电源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建成一座衔接电源规划与电源建设的桥梁。 

3. 电源项目前期管理工作的内容 

电源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一般可以理解为从电源项目规划选址开始，到项目批复开工之间所开展

的全部的组织、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5]。 
主要包含以下几项内容： 
1) 电源项目投资机会研究工作。为了寻求有价值的电源投资项目，对项目的有关背景、投资条件、

市场状况等进行的初步调查研究和分析预测，是在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前的准备性调查研究。并以此研究

结果为基础，设立备选项目库进行项目储备，以备后期从中遴选投资项目和制定投资计划。 
2) 初步可行性研究论证工作。对电源项目库中的项目做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判别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并提出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结论。 
3) 可行性研究论证工作。通过对项目的主要内容和配套条件，从技术、经济、工程等方面进行调查

研究和分析比较，并对项目建成以后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益及社会环境影响进行预测，从而提出该项目是

否值得投资和如何进行建设的分析评价意见[6]。按照有关行业标准、设计规范的规定，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并通过评审。 
4) 专项评估报告的编制及所需各项支持性文件批文的落实。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

水利部、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等国家有关部委对建设项目在用地、水土保持、城市规划、环保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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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法律法规，取得电源项目核准所需的专项评估审批意见并落实各项支持性文件[4]。 
5) 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的编制及报送等工作。组织编制核准申请报告，与可研及评审意见、各专项评

估报告及相关部委的审批意见等支持性文件一起，报送国家(省、市)发改委，履行核准程序直至项目核准。 

4. 电源项目前期管理工作的流程 

实际操作中，电源项目的核准流程为： 
第一步，向国家(省、市)发改委提出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申请，获得批准开展前期工作的“路条”，

其目的是以此为依据，开展项目用地、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专题评估的审批工作； 
第二步，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完成各专项评估报告以及获得各项支持性文件； 
第三步，向发改委提交项目核准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是否核准项目申请报告的审核意见。 
从以上基本流程可以看出，目前电源建设项目执行的是“1 + n + 1”的核准模式，首先由发改委核发

路条，再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出具相应支持文件，最后再由发改委进行核准批复。 

5. 前期管理工作信息平台的构建 

电源项目前期管理工作的流程看似简单，但实际运作中存在工作内容繁杂、流程环节长、对支持性

文件质量要求高等问题。并且，由于我国执行核准制的时间不长，前期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电力企业前

期力量薄弱，管理工作不够规范等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项目前期阶段的周期[7]。因此，建立电源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管理机制，加强前期工作规范化管理，形成一套高效的前期工作体系，是非常有必要

的。 
一直以来，电力企业前期管理的信息化手段相对落后，表现在工作中电子表格和纸质文件较多，缺

乏有效的管理系统支持。为了全面提升前期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各阶段数据共享，可以构建电力企业

前期管理工作信息平台，即电力项目前期管理系统。它可以起到衔接电源点规划和投资计划的关键作用，

可以有效实现对“路条”、可研信息、支持文件、各类专项报告和核准批复等前期工作内容的全过程管

理和记录，自动完成对各电源建设项目前期进度的实时跟踪和动态分析考评。通过该系统提高前期工作

的管理效率，并为后续投资计划等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电源项目前期管理工作信息平台流程图如下图 1 所示。 
在此基础上，引入项目组织管理机构的梯级制度，按层级分为战略层决策管理平台、管理层计划管

理平台和执行层实施管理平台。 
1) 战略层决策管理平台。主要针对战略方面，当企业决策者面对众多项目的选择时，从战略一致性

和经济社会收益的角度选择最佳项目，即识别和选择项目，并将项目纳入到项目库中。 
2) 管理层计划管理平台。依据战略层面制定的项目战略，分析项目所需资源情况，制定项目计划，

并规定各个职位的职责与权限，设计出有效的组织协作流程以及流畅的沟通渠道，从而对项目的投资进

行决策，决定现有项目继续进行或停止[8]。 
3) 执行层实施管理平台。执行层包括项目经理、项目团队成员等,按照管理层制定的项目计划来实施

执行，既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评审与控制，又要对各要素(如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

全面控制，实现最优化执行[9]。 
这三个层次的管理平台，共同组成了一个综合型的项目前期管理信息化平台系统，即电源建设项目

前期工作信息化管理系统。 
如图 2 所示。 
其中，对应的实体项目作为基础信息来源部分,与项目管理主体组成有机的信息化系统。实体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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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e-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latform Diagram 
图 1. 前期管理工作信息平台流程图 

 

 
Figure 2. Power construction pre-proje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图 2. 电源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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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经过挖掘和筛选后，进入不同的管理层平台。 
同时，利用目标管理的理念，对每项前期工作节点明确时限、落实人员，实现企业总目标向个人目

标的转[10]化。在所有层级人员的积极参与下，自上而下地确定工作目标；在工作中各司其职，自下而上

地保证目标实现[11]。 

6. 结语 

电源建设项目前期管理工作是否充分、扎实，对项目投资及实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12]。在电源项目

前期工作中应用现代管理理论，进行规范化管理，形成管理机构完善、职责分工清晰、工作开展有序、

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期工作新机制，将使前期工作的集约化运作、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这将有利于

提高项目投资决策层人员的管理、决策水平，有利于指导执行层人员高效的开展前期工作，使电力投资

企业快速适应投资管理制度及企业投资制度变化的发展变化[13]。 
然而，电力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想要真正实

现前期工作各环节的“无缝连接”和顺畅运作，依旧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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