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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achieving the last link of Comprehensive Plan Management for power grid en-
terprise, the evaluation content of Comprehensive Plan Project Management is analyzed using the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the 
determination of index weight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a post-evaluation system for compre-
hensive plan project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 is built and the application form of post-evaluation 
results is made clear. This research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for power grid enterprises to realize 
comprehensive plan closed loop control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plan mana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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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补齐电网企业综合计划管理最后一环的角度出发，利用综合评价理论针对电网综合计划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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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内容分析，通过评价指标的选取、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评价标准的制定，共同构建了综合计划

项目后评价体系，同时明确了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结果的应用形式，为电网企业实现综合计划闭环管控，

提升综合计划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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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划管理作为企业各项管理工作的首要环节，对企业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经营效益起着关键的作用。

国家电网公司坚持对计划管理内容不断充实与拓展，形成了极具自身特点的综合计划管理模式，在加强

项目管控、提升公司经营效益、促进公司全面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随着新一轮电力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输配电价、增量配电网试点、电力市场化交易等环节对国家电网公司的管理模式提出

了新的要求，电网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决策和执行压力，为了进一步提升综合计划项目管理水平，对

综合计划项目进行管理性后评价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在综合评价理论的基础上，从时间、资金、质量和效益四个维度构建了 11 类项目的综合计划项

目后评价体系，明确了后评价成果的应用理念和应用价值，形成了综合计划项目的闭环管理。 

2. 综合评价理论概述 

综合评价研究是指对评价对象构建指标体系，并根据所给的条件对每个评价指标赋予相应的值，通

过相应的评价模型得到综合评价结果，对评价对象进行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评价的方法[1]。美国的科学管

理学派最早提出综合评价理论[2]，随着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不断融

合和创新，综合评价法被不断地改进与创新，涌现了许多新的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例如层次分析法(AHP) 
(图 1)、模糊评价法、德尔菲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等。如今，综合评价的理论、方法在管理科学与工程

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经济管理、工业工程及决策等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有着极大的实

用价值[3]。 
国网公司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是对项目综合计划执行的水平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评价具有明确的目

的指向性，并且涉及到综合计划项目的全周期，评价内容复杂多样，因此，适合通过综合评价理论构建

后评价体系，确保评价体系的全局性和综合性。 
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工作应既能从宏观上反映出项目执行综合计划的真实水

平，又要简洁实用，不为项目执行主体的日常工作增加过重的负担。因此，本文拟采用综合评价理论中

的层次分析法构建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体系。 

3. 电网企业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的关键，因此，要对评价内容进行客观分析，严格

选取评价指标，合理确定指标权重，科学制定评价标准，为实现综合计划闭环管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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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计指标体系 

本文主要针对国网公司的电网基建、小型基建、生产技改、生产大修、非生产技改、非生产大修、

信息化投入、营销投入、研究开发、零星购置、教育培训 11 类项目进行后评价，根据系统性、实用性、

客观性、可比性的指标选取原则，对后评价内容进行分析，从中选取少量并关键的、最能反映出项目的

综合计划执行水平的指标来构建指标体系。 
从评价内容分析，11 类项目中教育培训类项目和电网基建中的增量市场类项目与其它的一般项目的

评价内容不同，因此，将 11 类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类：常规项目指标体系、教育培训类

指标体系和电网基建增量市场类指标体系，从时间、资金、质量和效益四个角度对综合计划项目进行后

评价。具体指标体系如下图(图 2~图 4)所示。 
其中：1) 时间维度关键指标：表示综合计划项目实际开始/结束时间与项目可研中计划开始/结束时

间的偏差情况。教育培训类项目主要评价培训班开始的及时性与结班后及时录入 ERP 系统的及时性。 
 

 
Figure 1.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odel for the evaluation 
图 1. 层次分析法(AHP)评价模型示意图 
 

 
Figur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general class comprehensive plan project 
图 2. 常规类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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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education training comprehensive plan project 
图 3. 教育培训类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 

 

 
Figure 4.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plan project of grid infrastructure 
incremental market 
图 4. 电网基建增量市场类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 

 

2) 资金维度关键指标：11 类项目按照资金性质可以分为资本性项目和成本性项目，其中资本类项

目包括电网基建类、小型基建类、生产/非生产技改类、零星购置、营销投入部分项目、信息化投入部

分项目，成本性项目则包括生产/非生产大修类项目、研究开发、教育培训、营销投入部分项目、信息

化投入部分项目。资金维度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预算使用的准确性和资本性项目财务处理的及时性。入

账偏差率表示项目实际入账金额与计划下达金额的偏差情况，转资及时率表示资本性项目投产后进行

转资的延迟程度。教育培训类项目除了要评价资金总额的偏差情况，还要注重单项费用和日人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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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划的偏差。 
3) 质量维度关键指标：在质量维度上，优先选择验收报告等级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若无验收报告

等级的项目则将计划内容完成偏差情况以及完成质量水平作为评价计划完成质量的关键。 
4) 效益维度关键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管理效益。由于综合计划 11 个专项在技术经

济方面的侧重有所不同，因此项目的效益评价指标应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其中，经济效益指标主要评价

项目投运后的收益是否达标以及对企业经济状况的影响；电网企业作为公共性企业，其社会效益指标应

着眼于是否主动承担服务国家、服务客户、服务发电企业、服务社会发展等特殊社会责任；管理效益指

标将工作效率提升、管理创新成果等作为主要评价内容。而在电网基建类项目中较为特殊的项目——增

量市场项目[4]。这类项目具有抢时间、抢市场的特殊意义，因此，在对项目效益进行评价时，主要评价

其开拓市场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弱化对直接经济效益的评价，积极顺应电改潮流。 

3.2. 确定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是构建综合评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权重的大小客观地反映了各个指标对被评价总

体目标的重要程度，为避免权重的设定过于主观，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之间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评

定[5]。 
以常规类项目中的电网基建类为例： 
1) 首先，在构建了指标体系后要确定 4 个一级指标相对与总目标的权重，以字母 U1、U2、U3、U4

分别代表时间维度指标、资金维度指标、质量维度指标、效益维度指标四个一级指标。构造判断矩阵 A1： 

1 2 3 4

1 11 12 13 14

1 2 21 22 23 24

3 31 32 33 34

4 41 42 43 44

U U U U
U a a a a

A U a a a a
U a a a a
U a a a a

 
 
 
 =
 
 
 
 

 

aij 表示专家对指标 ai 和 aj 的相对重要性的打分。 
2) 选取常用的 1~9 比例标度法则，由综合计划管理专家组成评审组，根据比例标度法则评价各个指

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到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A1：(表 1) 
3) 利用几何平均值法排序权重。先按行将判断矩阵 A1 各元素连乘并开 j 次方即求各行元素的几何平

均值 mi，再把 mi(i = 1,2,…,j)归一化，即求得指标 U1、U2、U3、U4 的权重；w1 = 0.14，w2 = 0.23，w3 = 0.16，
w4 = 0.47。 

4) 一致性检验。根据公式
1

max
1

1

m
i j

m
j

ii

a w

m w
λ =

=

=
∑

∑ ，判断 C.I. = 0.045，R.I. = 0.9，C.R. = C.I./R.I. = 0.05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所以一级指标的权重为(0.14, 0.23, 0.16, 0.47) 
5) 以同样的方法求得二级指标对相应的一级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到电网基建类项目指标权重如表

2 所示： 
依照此方法，可以求得其他 10 类项目的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指标权重。 

3.3. 制定评价标准 

一致的数据来源、计算方法和打分准则是保证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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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Judgment matrix A1 of primary index 
表 1. 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A1 

A1 U1 U2 U3 U4 

U1 1 0.333 1 0.143 

U2 3 1 3 0.2 

U3 1 0.333 1 0.143 

U4 7 5 7 1 

 
Table 2. Index weight of power gri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表 2. 电网基建类项目指标权重 

项目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常规类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 
—电网基建类 

时间 0.14 
项目开始时间偏差率 0.5 

项目完成时间偏差率 0.5 

资金 0.23 
入账偏差率 0.6 

项目转资及时率 0.4 

质量 0.16 

计划内容完成率 0.4 

项目质量水平 0.4 

工程安全水平 0.2 

效益 0.47 

单位电网投资增售电量 0.4 

供电可靠性 0.3 

工程管理规范化 0.3 

 

基础。应综合考虑历史数据、同行数据、上级期望三个方面，根据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由具有权威的

综合计划管理人员制定评价标准，对项目的综合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评价并量化为分数，

确保最后总得分能客观的反映项目综合计划的执行水平。由于 11 类项目的技术经济侧重有所不同，因此

项目效益类指标评价标准存在差异，现有时间、资金、质量三个维度的评价标准如表 3。 

4. 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结果的应用 

后评价作用的关键取决于所总结的经验在综合计划项目中被采纳和应用的效果，这些经验可以借鉴

并应用在项目周期内不同阶段。健全后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将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的结果应用到完善

已建项目、改进在建项目、指导拟建项目中去，补齐综合计划管理的最后一环，提升综合计划项目管理

的水平。 

4.1. 科学分析评价结果 

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通过对时间、资金、质量与效益四个维度对项目进行评价，并以分数的形式直

观的表示项目的综合计划管理水平。管理人员应及时收集后评价结果，从结果中发现不足并加以改进，

将后评价成果落实到综合计划的日常管理当中。针对资金和时间偏差率的情况，依照评价结果分析项目

在时间和资金管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各职能部门对综合计划的刚性控制，使项目严格按照计划进

行。此外，效益是企业永恒的话题，管理人员应着重对完成质量和项目效益指标评价结果的分析，不断

提升管理能力，在确保项目符合进度和资金要求的同时达到计划的效益，保质保量完成计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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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valuation criteria of post-project evaluation 
表 3. 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评价标准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精确度 指标定义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评分标准 
(满分 10 分) 

1 

项目 
开始 
时间 
偏差率 

% 小数点

后两位 

项目实际开工时间 
与计划开工时间的 

偏离程度 

项目开始时间偏差率 = (1 − 0.03 × 
项目逾期开工工作日天数)*100% 

实际开工时间： 
ERP 项目管理系统录入日期 

计划开工时间： 
可研委托合同中标通知书计划开工时间 

项目开始 
时间偏差率 

*10 分 

2 

项目 
完成 
时间 
偏差率 

% 小数点

后两位 

项目实际完工时间 
与计划完工时间的 

偏离程度 

项目完工时间偏差率 = (1 − 0.03 × 
项目逾期完工工作日天数)*100% 

实际完工时间： 
ERP 项目管理系统录入日期 

计划完工时间： 
可研委托合同中标通知书 

计划完工时间 

项目完工 
始时间偏差率 

*10 分 

3 
项目 
转资 
及时率 

% 小数点

后两位 
项目投产后进行 
转资的延迟程度 

项目转资及时率 = (1 − 0.03 × 转资

偏差天数)*100% 
转资偏差天数 = 项目转资日期与项

目投产日期天数差 

项目转资日期： 
ERP 项目管理系统录入日期 

项目投产日期： 
ERP 项目管理系统录入日期 
财务管控“一键式”报表 

项目转资 
及时率*10 分 

4 入账 
偏差率 % 数点后

两位 

项目实际发生的总 
费用与计划中下达 
总费用的偏差程度 

入账偏差率 = |项目入账金额 − 计
划下达金额|/计划下达金额*100% 

可研报告， 
ERP 项目管理 
系统入账金额 

25%以下为 10 分， 
25%~30%为 9 分； 
30%~35%为 8 分； 
35%~40%为 7 分， 
40%以上为 5 分。 

5 
计划 
内容 
完成率 

% 数点后

两位 

与前期储备中预期 
的待建工程内容相 
比，项目实际在 

“量”的层面上 
的完成情况 

计划内容完成率 = 实际完成工作总

量/计划完成工作总量*100% 
可研报告， 
验收报告 

指标值 100%为 10 分， 
90%~100%为 7~10 分， 
80%~90%为 6~7 分， 

80%以下为 0 分 

6 
项目 
质量 
水平 

/ / 

与前期储备中预期 
的待建项目所达 
到的标准相比，项 
目实际在“质” 

的层面上的 
完成情况 

项目质量水平以验收报告中 
的打分或者评价等级为参考 

可研报告， 
验收报告 

优秀为 10 分， 
一般为 8 分， 
合格为 6 分， 
不合格为 0 分 

7 
工程 
安全 
水平 

/ / 

反应项目建设过 
程中发生电力 
生产人身死亡 
事故或者电网、 
设备事故的情况 

工程安全水平得分： 
无事故发生为满分 10 分； 

每次一般人身轻伤事故扣 2 分； 
发生恶性误操作事故或电力 
生产人身重伤事故扣 5 分 

项目施工报告， 
验收报告 工程安全水平得分 

4.2. 合理规划项目储备 

除了提升项目本身的管理水平，还可以将其经验和教训应用到次年的项目储备中，实现企业资源优

化配置。例如：后评价结果中，对于时间和资金方面有严重偏差的项目，相应部门应仔细分析原因，在

次年项目进行储备的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进行预判，加强资金和时间计划目标设置的科学性；

对项目效益和完成质量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项目，要充分考虑该类型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避免不

必要的投资；此外，根据评价结果可以筛选出项目类型和效益相似程度很高的项目，公司应加强项目间

的统筹规划，避免出相似项目同时储备的情况，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4.3. 积极加强部门重视 

综合计划项目后评价作为综合计划管理的最后一环，各部门对其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公司应加强

后评价结果的反馈机制，每月度通报后评价结果，并监督项目的改进程度，促进项目执行主体对综合计

划项目后评价的重视程度。同时，还可以将评价结果与部门绩效或个人绩效挂钩，调动各部门的主动性，

促使员工严格遵守综合计划管理的规章制度，形成良性竞争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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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与以往的项目技术经济性后评价不同，本文通过对综合计划项目进行管理性后评价，量化项目在时

间、资金、质量和效益四个管理维度存在的问题。直观反映出综合计划项目的薄弱环节，有利于对其进

行针对性的监督、改进和预防，提升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整体工作效率。此外，电网企业还可以在未

来扩大后评价成果应用范围，将成果应用到同业对标和绩效考核中，全面提升综合计划的管理水平，为

加快实现公司经营目标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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