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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arrangement and 
deployment of State Grid Co., Ltd. on the value creation action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 core functions, Shaanxi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guided by 
enterprise value creation, focuses on the selection of excellent design teams, design quality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designers. The “three mechanisms”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design team with the internal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the star 
design team, the design quality constraint mechanism, and the KSF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centive mechanism as the core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bility of design enterprises, the full 
value of human capital, the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of design qua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losed loop of design team 
management. Externally, it has formed a reference for the operation experience of precis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design 
quality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mode of design enterprises, which provides guarantees for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income, reduce 
cost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help	the	company	to	develop	in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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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主动适应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入贯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的安排部署，不断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陕西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聚焦优秀设计团队选育、设计质量
管控、设计人员绩效考核，构建了以明星设计团队内部竞争机制、设计质量约束机制、KSF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为核心的设
计团队“三项机制”管理体系，有效推动设计企业专业管理能力稳步提升，人力资本充分保值增值，设计质量有效监督考
核，形成设计团队管理闭环。对外形成了可借鉴的设计企业精准化绩效管理和设计质量评估优化模式运作经验，为企业开
源增收、降本增效、弯道超车提供保障，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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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设计团队“三项

机制”管理体系建设的背景

1.1 是适应国家电网公司改革的客观需要

国家电网公司 2023 年工作报告中提出：用好改革“关

键一招”。坚持用改革激发活力，加快破除体制机制藩篱，

让创新潜能充分涌流。深入实施揭榜挂帅、项目总师制。不

断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完善以业绩、能力、

贡献为依据的考核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持续

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深入实施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加快

体制机制迭代，适应国家电网公司内部改革的客观需要。

1.2 是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
两网融合以来，陕西建设集团公司作为以 EPC 设计总

包业务为龙头的电力设计企业，面临业务转型、机构调整的

巨大变革。一是市场环境压力不断增大，EPC 工程总包项目、

新能源业务未形成稳定规模，链式营销模式尚未建立，“谋

项目、盯项目、抓项目”仍需加强。二是 2022 年公司合并

口径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首次出现亏损。2023 年一季度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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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完成营业收入仅占年计划 22.2%，应收账款回收滞后，

经营管理成本较高，经营波动幅度明显。三是标准化设计流

程尚未完善，战术上的“店小二”意识不能辩证转换，专业

化人才梯队出现断层。

1.3 是突破设计团队管理瓶颈的必由之路
陕西建设集团公司每年承接不同电压等级工程设计项

目千余个，设计团队的管理覆盖公司生产经营的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核心要素。目前，设计团队管理出现瓶颈，面临

巨大挑战。推动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设计团队“三项机

制”管理体系落地，是突破设计团队管理瓶颈的必由之路。

2 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设计团队“三项
机制”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做法

紧抓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机遇，以企业价值创造

为导向，健全以明星设计团队内部竞争机制、设计质量约束

机制、KSF 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为核心的设计团队“三项机制”

管理体系，数字化设计管理平台为保障，以推进专业梯队选

育培育、设计产品质量监督、差异化薪酬考核的闭环管理为

重点，构建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设计团队“三项机制”

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2.1 锚定企业价值创造导向，明思想定思路
在分析研判近年来在团队管理、质量评价、绩效考核

方面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三项机制”管理体系的建

设思路是以“价值分割、薪酬分块、数据精准、结果导向”

为原则，突出优秀设计团队选育、优秀设计总选树，坚持以

设计质量考核评价兜底，强调设计团队成员工作绩效的增量

分配，构建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以明星设计团队内部竞

争机制、设计质量约束机制、KSF 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为核

心内容，真正实现专业管理能力稳步提升，设计质量有效监

督，人力资本充分保值增值，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进一步增强。

2.2 健全“三项机制”矩阵型组织体系

2.2.1 纵向疏通决策管控渠道，调动三层级管理积极性
为了保障公司“三项机制”管理体系的层层推进与落实，

夯实各层级主体责任，从顶层设计、职能和专业管理、项目

管理垂直层面，建立起上下联动、高效执行的三层级管理组

织架构，全面发挥职能和专业作用。设计团队作为被管理方，

接受上层督导，提升管理实效。

2.2.2 横向搭建协同监督平台，带动全业务链条精益

管理
以核心业务标准化流程为“链”，建立扁平化横向管

理线条，经营发展部对照部门职责分工，将“三项机制”管

理要求划分工程质量中心、技术经济中心、设计中心、新能

源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四中心”），统筹制定专项工作计

划，定期研究推进“三项机制”管理的措施方案，对业务部

门开展专业指导和工作评价，促进“三项机制”管理融入企

业管理及专业工作日常。带动四中心协调配合，为实施“三

项机制”管理提供有效的工具方法，支撑各设计团队主动发

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升生产效率效益。

2.3 规范组建设计团队，建立明星设计团队内部竞

争机制

2.3.1 建立设计团队组建流程
融合初期，没有形成设计团队组建规范化流程，设计

人员按照专业范围随机被部门负责人抽选参与设计项目，导

致设计团队内部人员变动频繁，团队成员配合不到位，总设

计师没有自主选择权。聚焦设计团队规范组建，对主营业务

项目涉及的专业团队人员进行分类，建立系统一次、二次、

电气一次、电气二次、土建、线路、调度通信、技经、项目

前期等多专业设计人员库。“自荐 + 推荐”相结合，在现

有核心设计人员中遴选总设计师，形成设总库。

2.3.2 建立实施明星设计团队内部竞争机制
随着设计团队增多，各设计团队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为形成设计团队间良性竞争，在设计团队好中选优，提升各

团队专业水平，通过设计团队比选、设计团队分类、明星团

队选育形成明星设计团队内部竞争机制。一是将设计团队当

月推进的设计项目数量、设计质量差错数、设计进度、客户

满意度作为设计团队可持续评价内容，多维度展现团队实现

预定目标的情况，以设计团队“月度看板”形式在设计月度

分析会上展出，营造争先进位的良性竞争氛围。二是利用波

士顿矩阵等管理工具从业绩贡献度和成长度两个方面 3 项关

键指标来对设计团队进行分类。通过对明星团队进行年度嘉

奖激励，跟踪引导金牛团队走向专业领军地位，加强问题团

队与其他团队的交流及内部成员的磨合、岗位优化，对瘦狗

团队重新进行岗位配置，对瘦狗团队总设计师进行负面积分

评价，形成瘦狗团队→问题团队→金牛团队→明星团队发展

路径。三是分析研判各团队培育策略。按照各团队专业弱项，

邀请明星团队设总上讲台，安排参加相关规范、技术培训，

以促进个人和团队绩效的共同提升。

2.4 突出后评价监督作用，建立设计质量约束机制

2.4.1 建立设计质量考核评价制度
依托设计项目后评价表、设计质量关键指标完成率，

完成设计质量评价清单，编制《工程项目设计质量考核评价

办法》，明确“瘦狗”团队设总“下”的条件，打通设总能

上能下的管理通道，形成全过程工程项目设计质量监督，有

效提升设计服务质量问题认责、整改能力，实现工程项目设

计质量的有效提升。

2.4.2 完善设计产品校审流程
压实质量约束职责，优化校审程序，形成设计产品校

审流程图。重点对可研究报告、电气、土建、线路、概预算、

变更通知单等重点环节的校审范围、具体内容、审核要点进

行明确，编制形成《设计产品校审办法》。针对不同设计专

业按照电压等级、设计环节对校对审核时限进行了区分。同

时对输变电工程设计产品等级进行分类，形成《线路设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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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校（审）记录》等 14 个模板。

2.5 突出全过程绩效管控，建立 KSF 绩效考核激励

机制

2.5.1 形成 KSF 绩效考核激励方案
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对 17 个设计通用岗位进行偏

好设置，确定每个岗位 5~8 个关键因素指标（K 值），通过

长工作量来设置每个关键因素指标平衡点，团队中的设计人

员每月绩效工资与月度业绩贡献紧密相连。月度 K 值完成

情况在平衡点以上的对增项进项奖励，平衡点处的可得相应

指标的全奖的 80%，不足 K 值平衡点的相应扣除，月度岗

位薪酬等于岗位工资与各关键指标对应薪酬的总和。经过完

成岗位价值分析（绩效谈话）、提取指标、指标与薪酬融合（设

置偏好权重与激励方式）、分析历史数据、选定平衡点、测算、

在业务实施部门试算共 7 个步骤，形成覆盖设计人员全部通

用岗位的 KSF 薪酬绩效考核方案。

2.5.2 加强绩效沟通与辅导，实施 KSF 绩效考核激

励机制
建立健全绩效沟通与申诉制度，持续提高绩效沟通与

辅导的专业性。客观性评价资料的收集，便于在员工对绩

效考核结果产生异议时提供申诉凭证。总经理每季度对绩

效考核情况进行抽检，监督各部门开展绩效沟通与辅导成

效。2023 年同期设计人员绩效倍比从 1.1 上升至 1.23，2023

年设计人员人均劳动生产率 72.79 万 / 每人每年，同期增长

10.86 万，同比增长 17.54%。设计人员干事创业积极性明显

提高。

2.6 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保障管理体系高效执行

2.6.1 嵌入数字化前期及进度管理模块
一是有效嵌入专业策划环节。在平台中建立专业设计

人员库、设计总师库，固化项目总设计师为“第一责任人”

的设计团队项目型组织结构，将可度量、可实现的业务目标

以任务包形式直接分配给团队成员，命令统一。二是多项目

共建，集成设计项目库。打造可视化项目进度监控模式，分

类监督、管控各项目关键流程状态，有效追溯进度延误环节，

支撑形成项目月度看板，准确把握项目进程，及时做出合理

调整，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2.6.2 嵌入线上质量校审、成果库及监控模块
一是以《设计产品校审办法》为基础，制定线上校审

流程，形成校审单，明确问题点，依托设计管理平台项目库

质量分析功能，归集分析设计过程中各专业存在的问题点，

自动生成质量管理图表，实现问题点可视化，推动质量诊断、

改进和提升。二是建立线上标成果库，规范化线上储存设计

成果，便于日后学习、分析和应用。三是通过设置权限和访

问控制，使主管部门及业主单位可线上查验项目进度、质量

和阶段性成果，使企业获得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

3 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设计团队“三项
机制”管理体系建设的效果

3.1 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全面提升
深化“三基”建设，设计技术升级取得重大突破。深

化重大项目“设总负责制”，2022 年底实现 330 千伏新建、

扩建设计项目双“零”突破。2023 年，完成西安古骆、宝

鸡归心 2 个 330 千伏主变扩建项目，持续推进 4 个 330 千伏

主网设计项目，130 个 330 千伏技改大修项目，30 个 110 千

伏主网设计项目，23 个 110 千伏及以下技改大修项目，完

成 980 余个 10 千伏配网设计项目。承接的首个 330 千伏项

目——西安古骆变电站增容扩建工程顺利投运等。

3.2 企业经济效益向好态势明显
市场化经营迸发活力，2022 年陕西建设集团公司设计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644 万元，1361 万元；2023 年设计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5459 万元，利润总额 1759 万元。2022 年设

计人员人均劳动生产率 61.92 万 / 每人每年，2023 年设计人

员人均劳动生产率 72.79 万 / 每人每年，同期增长 10.86 万，

同比增长 17.54%。2023 年外部市场合同 6 项、1.15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69.7%，签订合同总额 2.06 亿元，合并口

径实现营业收入 3.49 亿元，利润总额 559.64 万元，实现扭

亏为盈。与五大发电集团“朋友圈”更加紧密等。

3.3 服务电网建设能力充分发挥
2023 年，随着设总团队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陕西建

设集团公司深入参与服务电网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参与陕

西省输变电工程地质分布图绘制工作，梳理可利用的 53 项

819 个勘探孔位工程岩土勘察报告，输变电工程数据录入

100%，合格率 100%。完成《标准化设计作业手册》方案、

大纲。为电网建设发展提供智库。通过将设计成果、设计规

范收集、储存，形成标准成果库，规范管理核心数据，便于

成果共享与行业间学习交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效提升

设计技术、优质服务水平，为更精准高效地服务陕西电网高

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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