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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水电项目现代化运维管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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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引领，以及“一带一路”辐射效应，海外水电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因而迫切需要提高海外水电

站现代化运维管理水平。对电站生产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从“运维一体化”管理模式推行、职业化培训、标准化建设与实

施、属地化管理推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思考，以寻求适合海外水电站现代运维管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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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施背景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０日，中电联发布《中国电力工

业现状与展望》报告，电力过剩时代或许已经到

来：供需两弱，电企不轻松。电力行业在２０１５年
将进行一场深入的调整。

从国内看，中国电力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行

领域绝对过剩；从国外看，巴基斯坦缺电４０％，东
南亚国家均不同程度缺电，南美缺电，非洲三分之

一人口现在没有照明。电力是我国的优势产业，

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化解国内产

能过剩。电力企业走出去恰逢其时。

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水电项目投资具有技术优

势、人才优势和设备优势。但电力生产具有整体

性、同时性、随机性的特点，所建电站受自然条件

限制，大多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如何突破国

界，确保设备平稳安全运行，同时兼顾海外员工的

生活品质，这就需要建立海外项目现代化的运维

管理模式，实现管理创新。

２　海外水电项目现代化运维管理的几点思考
２．１　海外水电站运营模式的选择

海外水电站运营模式的选择应根据企业自身

特点综合考虑。如果企业自身拥有较大的电力生

产运行维护队伍，具备新建电站人员自主组建的

能力，建议采取自主运营模式。其优势在于：（１）
在人员构成上具有独立的自主权，可以通过加强

人力资源管理实现对人员技术水平和综合能力的

要求，同时亦可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为公司后

续的运营管理提供人力支持。（２）自主运营是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１８

公司生产、经营统一管控，通过各项规章制度的贯

彻执行，达到政令畅通、管控到位的要求。（３）提
升电力生产人员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４）保证生产信息及时传递，避免因信息传递不
畅而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

如果企业自身电力生产运行维护人员短缺，

难以自主组建运维队伍，建议采取委托运营的模

式，通过签订委托合同，由专业的运维团队予以实

施。其主要优势在于：（１）为非电力行业投资者
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拥有富余电力生产人员的

企业提供了再发展的渠道。（２）可以提升非电力
投资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水平，减少运营成本。

（３）委托运行及维护可以分散业主的运行风险。
可以从安全指标、电量指标、设备完好率等方面对

受托方进行合同约定。

现在的海外投资电站多采用委托运营的管理

模式。

２．２　推行“运维一体化”管理模式
无论是自主管理还是委托管理模式，目前水

电站的生产管理模式大致分为三种：机电运行分

开，检修维护分开；机电运行合一，维护分开，大修

外委；运维（检）合一，大修外委。其中运维合一

为大势所趋。

水电站大部分地处边远山区，为了确保员工

生产、生活两不误，部分企业从本世纪初开始探索

并推行电站生产管理运维合一，打造“城市水

电”，人才流失问题得以缓解。运维合一就是同

一员工既是运行人员，也是维护人员，依据时间段

进行角色转换。根据电站距离城市的远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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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倒班频次，现场当值人员除固定休息时间外，其

余时间为待命状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因海外项目具有离家相对较远、往返相对麻

烦，员工回家频次少，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等特

点，故建议海外项目实施运维一体大倒班模式，根

据项目所在国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轮换周期，比

如三个月轮换一次，上两个月班，休一个月，这样

实施既能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也能充分体现人文

关怀，不光打破了“都市水电”的优越性，也充分

展示了“跨国水电”的大国际、大市场、大家庭理

念，保证了人员稳定，是一劳永逸的新举措。应突

破短期成本论束缚，大胆追求长治久安，大力推行

跨国大倒班模式。

运维合一彻底打破了运行和维护的界限，坚

持人员少而精，提倡一工多艺，一专多能，按岗位

职务制原则设置岗位，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管

理体制，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其具有组

织结构扁平化、学习型团队作战，员工一专多能、

综合素质高，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等诸多

特点。

２．３　引入电力生产职业化培训
人是第一生产力，运维一体化管理模式创新

对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投入

大量的精力进行专业、系统地培训，而传统的培训

已无法满足现代管理的需求，需要引入先进的现

代化电力生产职业化培训理念，即学习型团队建

设，建立团队精神，树立协作意识，改善心智模式。

职业化培训应涵盖职业化素养、职业化行为

规范、职业化技能等内容，全程以团队学习、团队

活动为核心，实现知识、技能共享，摒弃传统的

“导师带徒”单一作战模式，代之以“大兵团”团队

作战，在内部循环轮训和专业外部培训中不断提

升员工的综合素质，为打造专业化运维团队奠定

人才基础，满足运维一体化要求。

２．４　加强标准化建设及实施
企业标准化是现代企业集约化高效管理的基

本方法，是推进企业管理创新、降本增效的重要手

段，是企业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的重要内容。标准

化建设将对促进公司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不断

推动技术和管理创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有

序、高效的项目运营，确保公司长期可持续良好发

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标准化工作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

主要包涵三大标准，即：技术标准（管物，重点明

确一项工作的要求，即“依据什么干”的问题），管

理标准（管事，重点明确实现的方法，即“由谁干、

干什么、什么时间干、怎么干、什么地方干、干到什

么程度”的问题），工作标准（管人，重点明确管理

流程中每一个节点的责任，即“谁来干”的问题）。

为了适应海外水电站集中控制管理和专业化

运行管理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专业化运行管理

的特点和优势，海外发电企业应以运行标准化、规

范化和精细化建设为着力点，着力开展标准化的

建设与实施，形成与项目所在国相匹配的标准，有

效配置和充分利用好各项资源，进一步提高管理

水平，充分发挥专业化运行管理的特点和优势，打

造国际一流的运维管理团队。

２．５　建立属地化运维员工管理队伍
随着企业国际化发展趋势，开展属地化经营，

推进属地化管理成为企业在当地做大做强所面临

的一项重要选择。实现属地化经营管理，大胆使

用当地员工，将大大节约经营成本。对于有些特

殊职位，当地员工更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比如在东南亚区域，中方正式员工和项目所在国

人员薪酬差异较大，同样是操作工，中方人员的薪

酬大概是当地人员的４倍左右。因此，为节约成
本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效能，应充分考虑

利用当地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笔者建议：对

于安全生产关键岗位由中方人员管控，部分操作

工可由当地人员担任。其中对于电站检修维护的

纯劳力工作，可主体聘任当地人员；对于具有一定

技术含量、但又不过于复杂的操作类工作，可适量

招聘当地技术院校的大、中专毕业生，通过岗前培

训逐步上岗，这样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成

本，同时也能减少中方人员流动性较大所带来的

问题。

同时，合理启用所在国员工，可以有效缓解当

地人的就业压力，让他们以企业为“家”，自觉地

站在企业的立场上维护企业的利益；可以打破语

言障碍，合理利用所在国社会资源，提高办事效

率，甚至一些棘手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可以提高企

业的信誉度和知名度，有利于企业开拓市场、扩大

经营规模，推进企业的发展并造福一方。

但在实际运作中，受用工成本、有效劳动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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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当地文化及法律体系差异等特殊情况，属地化

战略实施效果往往不尽人意，达不到预期目标。

为此，建议统筹制定属地化管理机制。各国际项

目要建立与当地相关部门的关系网络，融入当地

社会，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建立当地雇

员的录用、培养、管理、人文关怀和退出机制，并不

断地加以改进、完善，形成良性循环。

２．６　信息化建设的推广与应用
生产管理信息系统作为电力生产先进的管理

策略，能优化电力生产管理流程，提高工作质量和

效率，是标准化得以有效实施的较好载体，从而使

企业生产运行和管理实现全面的规范化、标准化、

自动化、信息化和科学化。其目标及要求是：建设

一套移植性、开放性、扩展性、配置性好、安全稳定

的水电站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满足上级公司对基

层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基于水电站安全生产

标准化管理及设备运行管理，围绕电力生产过程

主要业务，实现对安全生产各环节的有效管控；通

过该系统的建设和运用，实现专业工作标准化、管

理工作信息化，进一步理顺生产工作流程；实现主

要电力生产业务流程的闭环管理，做到生产环节

中的帐、卡、薄、表、票等实现电子化生成、传递、流

转；实现基层水电站从决策人员到各部门、车间

（班组）等生产业务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目前，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加快，国内生产管理

信息系统应用较为广泛，但海外项目因项目群分

散、国别差异、网络局限等问题尚未得到大力推

广。随着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与国之间

的距离越来越小，在海外投资电站自动化水平具

备的前提下，可以引入“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管

理模式，辅以信息化建设，在不久的将来，有望逐

步实现国内远程遥控海外各运营电站项目的目

标。

３　结　语
随着国家“走出去”步伐加大，“一带一路”辐

射效应，新型水电时代逐步到来，海外项目水电站

现代化运维管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运营模式高端切入，推行

运维一体化管理模式，以职业化培训、属地化用工

为人力资本，贯彻实施标准化建设，逐步推进海外

项目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海外电站项目运维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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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７页）
ＩＧ，并不是发电机发生单相接地时的电容电流ＩＤ，
ＩＤ应根据实际情况由公式（１）、（２）、（３）计算得
出。

（２）我们在选择消弧线圈电流档位时应按
１．２５ＩＤ选择，补偿容量的选择应根据公式（４）计
算得出。

（３）我们在做发电机单相接地试验时，非接
地相所加的相电压应为额定线电压。例如发电机

额定线电压为 Ｕｅ＝１０．５ｋＶ，则试验中非接地相
所加的相电压应为Ｕｘ＝Ｕｅ＝１０．５ｋＶ。因为此时
测得的电流才是发电机定子三相对地电容电流

ＩＧ。但这样做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此时非
接地相的相电压抬高为线电压，对绝缘是一种破

坏，因此，在未接入消弧线圈的情况下，我们只需

要升到５０％额定线电压，然后再读取电流值后乘

以２倍即可以得到ＩＧ。
（４）在投入消弧线圈后，还应该再升压至

１００％定子额定电压来验证消弧线圈的容量和电
流档位的选择是否合适。

通过以上论述，希望大家在调试过程中能进

一步了解和重视发电机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

有关技术问题，以便正确选择和调整消弧线圈，防

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１］　水轮发电机组启动试验规程，ＤＬ／Ｔ５０７－２００２［Ｓ］．

［２］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规定，ＤＬ／Ｔ５２２２－２００５［Ｓ］．

作者简介：

徐　丹（１９８０），男，湖北宜昌人，工程师，学士，从事电力系统电

气调试技术与管理工作．

（责任编辑：李燕辉）

第３４卷总第１７８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