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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评价体系研究
●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孙静惠 徐佳琪

项目评价是电网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重要依
据，由于电网工程项目具有规模大、成本高、进度慢
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工程项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
险。 为了降低项目风险，电网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会
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价，评价体系就成为了电网工程
项目运行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由于影响电网工程项目风险的因素较多，因
此，构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难度。 但
现行的评价体系指标筛选不够全面，并且没有对评
价指标进行合理的梳理，从而导致评价结果与实际
情况的一致性系数较低，对于实际工程项目的评价
效果不理想。 为此，本文特地提出电网工程项目全
生命周期评价体系研究，以解决项目评价效果不理
想的难题。

1 电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评价体系构建

1.1 建立全生命周期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是评价体系的核心部分，此次以全生

命周期理论为依据，将电网工程项目生命周期划分
为决策立项、前期策划、建设以及运营 4个阶段。 从
每个阶段中项目风险应用因素中筛选出项目风险
评价指标，并建立指标体系，具体如图 1所示。

在电网工程项目决策立项阶段中，项目风险指

标包括社会环境、政策风险、决策风险、自然环境风
险以及经济风险；在项目前期策划阶段中，风险指标
主要包括财务风险、招标风险、社会关系风险以及策划
风险；在项目建设阶段中，风险指标主要包括安全风
险、质量风险、成本风险以及进度风险；在项目运营阶
段中风险指标主要包括市场价格风险、销售风险以及
管理风险。 从而筛选出 16项指标来构建指标体系。
1.2 确定指标权重及全生命周期评价

考虑到每个指标对电网工程项目影响程度不
同，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建立的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
进行赋权，计算出指标的权重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ω=
i = 1
Σaiei （1）

式中：ω表示评价指标权重系数；i 表示指标体
系中评价指标数量；ai表示第 i 个评价指标标度值；
ei表示第 i个评价指标专家评分。

将指标值与权重系数代入到综合评价函数中，
计算出项目风险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h=
i = 1
Σωiρi （2）

式中：h 表示电网工程项目风险指数；ρi表示第
i个评价指标值。

风险指数越高， 则表示电网工程项目风险越
高，根据风险指数值确定风险等级。 根据需求此次
设计低、一般、高 3 个等级，其对应的指数区间分别
为 0～0.35、0.35～0.75、0.75～1，以此实现对项目的定
性评价，进而完成电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评价体
系构建。

2 实测论证

2.1 目标选择与测试准备
为了检验上文构建的电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

期评价体系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以某电网工程项目
为背景。 该电网工程规划用地为 51612.15m2，总建
筑面积 15974.16m2，共包含 15 个变电站，项目的设
计思路是通过开发利用场地的绿色可再生能源实
现建筑节能的目标。 以构建体系为测试对象，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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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评价指标体系

自然环境风险

社会环境

经济风险

政策风险
决策风险

财务风险
招标风险

社会关系风险
策划风险

安全风险
质量风险
成本风险
进度风险

市场价格风险
销售风险
管理风险

决策立项阶段

前期策划阶段

建设阶段

运营阶段

电
网
工
程
项
目
全
生
命
周
期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55



|大众用电 2023 ／ 8

电力技术经济

企业精细化管理模式下发电企业的提质增效策略研究
●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卢敏亚

随着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增加， 发电企业面
临着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巨大压力。 企业精细化
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在提高效率、
优化资源利用和降低能源消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 发电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指标

发电企业的提质增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手段。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指标的分析
和优化至关重要。 关键指标包括发电效率、发电容
量利用率、成本控制指标、环境排放指标和安全指
标。 提高发电效率、优化发电容量利用率、控制成
本、降低环境影响和保障安全是发电企业实现提质
增效的关键要素。 这些关键指标、要素的监测和改
善将帮助发电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绩效和效益，促
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2 技术创新在提质增效中的应用

2.1 智能化控制系统在发电企业中的应用
智能化控制系统在发电企业中的应用包括传

感器网络、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分析与建模、控制
与优化以及可视化界面与监控等组件和功能。 传感

器网络实时监测设备和环境参数；数据采集与处理
模块负责预处理和存储数据；数据分析与建模模块
通过机器学习等技术分析数据并提供预警和建议；
控制与优化模块根据分析结果实时调整设备操作
参数，提高性能和效率；可视化界面与监控模块展
示关键指标和报警信息，操作人员能够及时采取措
施应对异常情况和故障。 通过整合这些组件和功
能，智能化控制系统可以有效提升发电企业的设备
监测、运行控制和决策支持能力。
2.2 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在提质增效中的应用

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在发电企业中的应用，是
通过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分析与模型建立、运行
状态监测与故障预测、故障诊断与维护优化以及性
能优化与能源管理等步骤实现。 发电企业的设备和
传感器收集大量运行数据，经过预处理后，通过数
据分析技术建立预测模型。 这些模型实时监测设备
运行状态，检测异常并发出预警，诊断故障并提供
修复建议，优化维护计划，降低停机时间。 同时，通
过分析运行数据和预测模型，发电企业可以优化设
备性能和能源消耗，实现高效运行。 通过以上的工
作，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提升了发电企业的质量和

电网工程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评价，对构建的指标
体系中指标权重进行分析， 计算出每个指标权重
值。 根据指标权重系数对该电网工程项目进行全生
命周期评价，输出评价结果。
2.2 结果与讨论

一致性系数是评价体系的重要评价指标，其是
指体系输出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一致
性系数值范围在 0～10 之间，数值越大，则表示评价
体系输出结果与实际情况越相符。 因此，将一致性
系数作为本次测试的主要参考指标。

根据该项目全生命周期，分别将项目决策立项
阶段、前期策划阶段、施工阶段以及运营阶段 4 个
阶段的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比对，利用软件测算出

一致性系数。 具体计算出的数据分别为：决策立项
阶段 9.86；前期策划阶段 9.76；施工阶段 9.86；运营
阶段 9.82。

本文构建的评价体系对该工程项目的综合评
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系数平均值为 9.83，评
价结果与该电网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证明
该评价体系有着良好的适用性，具备推广价值。

3 结语

本文以全生命周期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构建了
新的电网工程项目评价体系，该体系可以有效提升
电网工程项目的评价精度，能够为项目风险管控提
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具有一定的开发推广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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