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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企业具有资产分布广、经营环境复杂、管理链条长、

维修成本高的特点，应用标准成本是电网企业提质增效有

效途径，可以促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切实提高投入产出

率 [1]。

以电网检修运维作业为起点，建立标准作业库，明确

作业对象及资源消耗标准，以作业成本为基础，结合作业

频率、资产规模，完成各专业检修运维成本定额测算。整

体工作遵循“成本定额四步定、试点推广两步走”的基本

思路。

成本定额四步定，即按照四个步骤开展成本定额测算，

分别是作业对象确定、检修运维作业、标准作业定额测算、

成本定额测算。

试点推广两步走，即试点先行、推广验证。试点阶段，

以“设备类型全覆盖、成本特征典型化”为原则，选取部

分单位为试点单位，开展典型变电站、线路的设备成本定

额测算；推广阶段，广泛开展意见征集及补充调研，形成

统一标准。

各电压等级变电站内设备（含变电设备、保护自动化

设备、计量设备、信息设备、通信设备、辅助生产用设施）、

各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配电线路及设备、调控主站自动化

系统及设备、通信线路及设备设施。

根据研究内容及特点，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

为精确测算成本标准，构建成本消耗与所从事活动之

间的关联关系，以“作业成本法”为本次研究的主要方法。

该方法以作业为核心，通过确认和计量作业消耗的资源，

实现成本归属至相应作业，大大提高了成本信息的准确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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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本占比高，发生频率高”为原则，挑选各专业

的典型作业，对典型作业的资源消耗开展现场实测，并充分

考虑影响各项作业定额的因子，分别开展不同因子值下的定

额实测，以便准确测算影响系数。

以 Tableau工具为基础，选取包括均值、最低值、最高

值、中位数、箱线图、偏度和峰度等 7类统计指标，对近 3

年实际检修次数、ERP物资采购记录、检修运维实际成本

等进行分析，保证测算结果的准确性。

梳理检修运维作业对象，明确各类资产的电压等级、

检修运维作业部门、归口管理部门、是否站内设备、涉及站

类型等信息，做到“对象明确、界面清晰”。

经过梳理，公司电网检修运维涉及输电线路、变电设备、

配电线路及设备、用电设备、通信线路及设备、自动化控制

设备、信息设备及仪器仪表和房屋及建筑物 8大类资产，细

类 231项，从资产坐落位置看，变电站内资产 107项（如主

变压器、断路器等），变电站外资产 105项（如架空输电线路、

配电变压器等），站内站外共有资产 19项（如光传输设备、

路由器、交换机等）。

参考国家、行业标准及公司内部管理要求，结合工作

实际，梳理各资产细类的作业清单，明确作业对象、业务类

型、标准作业名称、作业内容、管理频率、实际频率等信息。

梳理完成电网设备检修运维标准作业共 1993项，其中，

变电运维 152项、变电检修 739项、输电线路 352项、配电

检修 102项、通信检修 187项、调控检修 408项、站内计量

设备检修 53项。

标准作业成本由资源消耗量、资源单价两部分组成，

量价结合，确定各项作业的标准成本。

资源消耗量：分别从人工、材料（装置性材料、消耗

性材料、周转性材料）、机械台班（交通工具、仪器仪表、

施工机械）三个维度，通过现场实际测量、历史数据统计等

方法，明确各项标准作业的资源消耗标准。

由于同一作业在不同条件下资源消耗存在差异，公司

在开展资源消耗量测算时细致研究确定影响因子，分别确定

各专业影响因子，并测定不同影响因子取值下的资源消耗标

准。例如，智能站部分屏柜类作业的作业时间为非智能站的

1.5倍，GIS站部分屏柜类作业的作业时间为非 GIS站的 1.2

倍，线路不同材质、塔形存在差异。

公司梳理完成电网设备检修运维标准定额共 5890项，

其中，变电运维 525项、变电检修 2218项、输电线路 1330

项、配电检修 301项、通信检修 414项、调控检修 929项、

站内计量设备检修 173项。

资源单价：对标准成本中涉及的人工、材料、机械台

班单价分别采用实际成本摊销、ERP采购均价、市场参考价、

概预算价格等方法完成测算。

通过对 621类材料，20类交通工具，201类仪器仪表，

31类施工机械的合理定价，结合资源消耗量，完成标准作

业成本测算。

基于单项作业资源消耗定额及资源单价，可计算单次

作业成本，再结合某类设备各项作业年作业次数，即可测算

某类设备年成本定额。为合理测定作业次数，公司综合考虑

了管理规定要求、装置性材料消耗量、PMS工作票等历史

记录，确定各项作业的合理次数。

根据设备所属专业，将检修运维的对象设备划分为 8

类集合，即变电站内设备、架空输电线路、电缆输电线路、

配电线路及设备、站内通信设备、通信机房、调控设备、

站内计量设备。以 8类设备集合为样本，通过单项作业定

额×资源单价×作业次数，分别计算 8类设备集合不同电

压等级的总体成本定额，然后平均分摊至单位规模（如一个

变电站、一公里线路），即可测算不同专业的标准成本。

通过开展电网检修运维成本标准定额研究，实现了按

资产类型、电压等级、作业类型等不同维度的成本测算，有

效适应了输配电价改革，也为公司预算编制更加科学、成本

管控更加高效、绩效目标更加优秀奠定了基础。

通过信息平台固化公司设备检修运维作业及定额信息，

各专业可便捷查询本专业检修运维业务对应的标准作业及

耗用资源的用量、单价信息；各专业部门对本专业检修运维

标准作业及定额进行统一维护；物资部门对资源单价进行统

一管理；财务部门通过“标准作业信息比对”“标准定额信

息比对”“资源单价信息比对”“标准成本测算结果查询”

工具随时掌握标准作业与定额的变更情况。

各业务部门在申请电网检修运维成本预算调整时，需

根据标准成本，将成本需求分解至具体作业，明确成本调整

具体原因：是由于作业种类的变化，还是资源消耗量或者单

价的变化，从而建立成本与作业的直接关联关系，财务部门

在审批时也可清晰查看检修运维作业信息，实现了业务与财

务的本质融合。

积累检修运维作业及标准成本调整的相关信息，标准

成本滚动修编时可以此平台中积累数据为基础，快速开展作

业库、作业定额、标准成本的修订。当检修运维业务发生变

化或外部环境（如物价上涨）导致定额及成本标准需要修订，

各专业部门能够借助检修运维标准作业管理平台做出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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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对现有标准作业库及标准定额信息进行新增或修改。

针对目前预算编制、执行、分析尚未形成良性闭环管

控机制的现状 [3]，未来将以标准成本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成

本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探索建立差异化预算分配模

型，提升公司成本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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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建立两地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建立两地产业发展协调

机构，共建产业园区，实现资源整合、联动发展。积极探索

跨区域合作与开发管理园区的新机制、新模式，采用“统一

规划、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与市场化运作、合

力发展的开发模式。支持开展共建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和产业

创新平台 [5,6]。

搭建产业创新发展平台

瞄准未来产业竞争力制高点，鼓励川渝两地科学城、

国家级高新区等创新集聚区加强合作，强化科研服务平台、

科研人才等资源共享，推动科研大装置、大平台、大团队共

建，联合精准攻关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共性技术，

共同培育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延伸产业链条。

共建技术转移合作平台

共同推动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转

化，打造国家级科技成果交易和转化中心。

推进全产业链布局，推动成中国渝两地经济圈协同发

展攸关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加快构建完整的

内需体系，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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