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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水电运维项目员工属地化管理探索与实践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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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四川松林河流域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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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日益激烈的海外市场中竞争,“海外水电运维项目员工属地化管理”是海外水电项目生产经营、长期稳定发展和提

高市场竞争力的一条必由之路,本文介绍了老挝南欧江流域七个梯级水电站运维项目部推行的“员工属地化管理”,并就属

地化管理总体思路、制度建设、培训体系建设、工作难点、探索与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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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ized
 

management
 

of
 

employees
 

in
 

overseas
 

hydropo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s"
 

is
 

an
 

essential
 

path
 

for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projects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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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trategy
 

in
 

seven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s
 

of
 

Nam
 

Ou
 

River
 

in
 

Laos,and
 

discusses
 

the
 

general
 

idea,system
 

construction,training
 

system
 

construction,difficulties,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ocaliz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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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项目是中国电建在海

外获得唯一以全流域整体规划和BOT投资开发

的项目,项目由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电建海投公司)负责开发和运营,共分

7个梯级,总装机容量为1
 

272
 

MW。南欧江是湄

公河在老挝北部的最大支流,河长475
 

km,按“二
库二期”的流域规划方案和分两期投资建设方案

进行该流域的开发建设,年平均发电量约50.64
亿kW·h。一期三个电站(二、五、六级电站)总
装机容量540

 

MW,2012年10月主体开工建设,

2015年底实现三个电站分别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2016年4月全部机组投产;二期四个电站(一、
三、四、七级电站)总装机容量为732

 

MW,年均发

电量约28.74亿kW·h,主体工程于2016年4
月正式开工建设[1],一、三、四级电站分别于2020
年投产发电;受疫情影响第七级电站于2021年投

产发电。

收稿日期:2023-02-03
  

为更好地服务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的运维管

理,打造海外水电项目运维检管理标杆,中电建水

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方,与中国水利水

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以联营体方式和电建海投

公司签署了南欧江流域一期、二期电站和集控中

心运维项目合同,由中电建老挝南欧江流域水电

站运行和维护项目部负责具体实施(以下简称电

建南欧江运维项目部)。

2 属地化管理目的
  

根据运维合同要求和海外水电项目员工属地

化管理需要,该项目要求在2024年属地化运维从

事技能型员工的比例要达到40%。推行属地化

的目的是:(1)属地化不仅符合老挝关于劳动就业

合规经营的需要,还能给老挝当地提供大量就业

岗位;(2)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项目长期运营与人

力资源不稳定之间的矛盾;水电项目后期运营有

别于工程建设,系长周期属性,要确保项目电力生

产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员工稳定是关键;受属地国

政治、疫情等外部因素、中方员工调整和辞职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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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因素叠加的影响,中方员工则会周期性更换,不
利于电站现场安全管理,属地化管理则能解决此

问题;(3)可促进老挝电力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企

业在当地国的持续长远发展,也有利于实现企业

与当地国社会的协调发展;(4)有利于控制项目运

营成本,提高海外项目的竞争力,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大量使用中方员工带来的用工风险;(5)可
以在所属国推行电站运维管理的中国标准。

3 总体思路

电建南欧江运维项目部按照明确方向、顶层

策划和稳步推进的管理思路,大力推进南欧江流

域水电站员工属地化工作。项目部拟采用“1+1
+1(即一套属地化制度、一套属地化培训体系和

一支属地化人才队伍)”模式,逐步实现电站运维

员工属地化管理目标,采用“本地人培训本地人、
本地人管理本地人”的属地化管理方式。为实现

南欧江流域水电站属地化管理目标,在确保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按带培模式、上岗实战模式、属地

化自行管理自循环模式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实行

属地化管理。
  

第一个阶段:带培管理模式。用成熟的运维

管理体系对老挝员工进行系统培训,一是量身定

制一套培训及综合考评体系,重点制定运行值班

员岗位技能培训模块,实战培训一个模块考评一

次,培训完后对考评不合格者进行辞退;二是强化

培训运维岗位工作流程,使老挝员工知道工作做

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从而形成规范的工

作意识,熟知中方企业的管理体系。
  

第二个阶段:上岗实战模式。电站运行和维

护操作层老挝员工上岗实战,在老挝电力类专业

留学生(有中文基础)和中方骨干的监护下开展工

作,立足岗位培训,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并开展阶

段性考评和选拔,逐渐形成老挝员工的技能型人

才队伍,对优秀员工进行管理类强化培训。
  

第三个阶段:属地化自行管理自循环模式。
选拔优秀老挝员工承担管理类工作,逐渐形成当

地人管理和培养当地人的自循环模式。中方管理

员工在后台全程安全把控,老挝员工按中方运维

管理体系开展工作,完成从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纠正)的PDCA闭环管理,通过反复实践,不断

持续改进,逐步达到属地化管理要求。

4 工作难点

4.1 人力资源

老挝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基础相

对薄弱,电力类大专院校较少,应届毕业生专业知

识深度较中国有一定差距,当地人主要信仰佛教,
就业观与中方员工有较大差异,首先是毕业生不

能接受电站长期封闭式管理及山区枯燥、单调的

生活;其次是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地处老挝北部

地区,南方等其他省份毕业生不愿离家太远工作;
再次是老挝员工与当地发电企业纵向对比薪酬,
缺乏学历、工作时间、技能水平等横向对比,当薪

酬待遇不能满足自身期望值时就选择离职,故属

地化员工流失率较高。
 

4.2 电站设备交互语言
  

水电站运行和维护工作专业性较强,其电力

安全生产全过程需要人机交互,人机交互硬件设

备主要有计算机监控系统、辅助设备控制系统、设
备操作界面等,语言则是人机交互的桥梁。在属

地化培训过程中我们发现投运电站部分设备控制

系统无当地国语言或英文,导致属地化员工无法

深入学习,阻碍了属地化工作推进。项目业主已

联系设备制造供货厂家拟增加交互语言,以增加

当地国语言为宜,电站后期设备技改提前策划将

交互语言要求纳入招标内容,以便属地化管理的

实施。

4.3 台账报表
  

老挝员工通过第一阶段模块化培训,即运行

岗位需要掌握什么就培训什么,收到一定成效,老
挝员工逐步可开展运行值班等基本工作,但随着

属地化管理的深入推进,发现老挝员工对电站现

场管理、安全、技术等台账报表的学习掌握很吃

力,周报、月报、方案、报告等文字工作也使属地化

员工感到压力较大。为此,电建南欧江运维项目

部积极改进工作,并结合南欧江流域电站运维管

理的实际情况,主动与业主对接开展台账报表优

化工作,检查表从原来的文字描述改为打“√”和
“×”,工作表单编写改为定期执行卡。

5 探索与实践

5.1 成立组织机构
  

电建南欧江运维项目部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组

长的属地化领导小组,分管生产和培训副经理担

任副组长,成员由生产部、集控、综合部、技术部、

HSE办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统筹策划、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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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属地化管理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其设在生产部,由生产部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各
级电站成立属地化工作小组,负责属地化工作的

具体实施。

5.2 遵守当地国家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
  

组织中方员工学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劳

动法》,依法合规开展老挝员工的招聘、劳动合同

签订和休假等工作。尊重老挝当地文化和习俗,
紧紧围绕电力生产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团队活

动,积极推动中老员工的文化融合,增强团队凝聚

力,提高属地化员工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通过对老挝员工的人文关怀,让员工真切感受到

企业关怀,使员工主动关心和热爱企业,从而形成

一套具有中电建特色的海外水电运维团队精神,
长期稳定属地化员工队伍。

5.3 培训体系建设
  

中方管理人员自身能力的提升是培养属地化

管理人员的关键。首先是开展中方管理人员属地

化制度培训,并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属地化管理制

度,实现中方管理制度到属地化管理制度的无缝

衔接,坚决杜绝依靠国内经验进行管理的现象;其
次是增强中方管理人员属地管理意识,邀请属地

国专家开展法律法规、外企管理、HSE管理、劳动

人事、税务等方面的培训[2],提升属地化管控能力

和协调沟通能力;再次是加强中、老方管理人员交

流,通过中、老管理人员生活和工作互动,营造统

一的属地化管理团队文化氛围。
  

电建南欧江运维项目部总结中国和海外电力

行业管理先进企业培训经验,立足流域七个电站

运维岗位实际情况,按照“岗位需要什么就培训什

么”的思路,量身定制一套适合老挝员工的培训体

系,编制了以安全工器具、交接班、两票、倒闸操

作、设备定期试验轮换、点巡检等“运行岗位十大

能力模块”,建立理论培训、实际操作培训、阶段性

考试、总结和绩效考核等的闭环管理机制,模块培

训课大多采用通俗易懂的动画、图片化表达方式,
便于老挝员工快速掌握岗位技能。通过开展“中
国国内集中技能培训、电站跟班岗位培训、参与电

站C级检修实践、开展值长助理制、导师带徒、项
目部与业主联合考评”等培训方式,从而提升培训

质量和效能。
  

根据国内电力生产人员培训经验,三年培养

主值班员,五年培养值长,前2~3年属地化推进

工作以“广泛培养、优秀选拔、并行上岗(和中方同

岗位人员)”为主,待老挝员工形成梯次的人才队

伍后,再由较高技能员工带领初级员工,形成老挝

员工之间的带培模式,从而加快属地化工作推进

的速度。

5.4 属地化制度完善
  

制度管理是现代企业运转的基础,鉴于我国

境外运营水电站经验较少,属地化管理制度应符

合属地国的实情,确保制度更加实用及高效运转,
项目部结合老挝国家法律法规、行业发展现状和

文化习惯等,编制一套实用且完善的属地化管理

制度,主要包括属地化员工薪酬管理、劳动人事管

理、激励机制管理、培训管理等6个制度,切实为

推行属地化管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编制内容言

简意赅,尽量采用流程化、表单化、图片化,提高其

操作性,文字为中、老双语。把制度细化到每个管

理环节和每个岗位,让每位员工知道自己该做什

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并在执行过程中做到

中、老方员工一视同仁,保证制度的公平性和严肃

性,对奖励和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增强员工危机意

识,激发属地化员工的工作热情。

5.5 运行岗位属地化
  

电建南欧江运维项目部按照运行岗位加快属

地化思路:其一,所有招聘老挝籍员工按运行值班

员岗位进行技能培训,值班员岗位首先属地化;其
二,在培训过程中,中方员工逐渐转向后台负责安

全、监督、指导和示范,待老挝员工考评合格后逐

步退出[3]。
  

南欧江流域七个梯级电站按5值、站设置,运
行岗位每值3人,即值长、主值班员、值班员各1
人,7个电站共计运行人员为105人。按三年培

养主值班员、五年培养值长的国内培训经验,先开

展值班员、主值班员属地化工作,待主值班员成熟

后再开展值长的属地化培训,力争到2024年运行

岗位属地化合格比例达到55%。
  

为加速推进员工属地化工作,项目部积极对

接属地国发电类大专院校寻求战略合作,借助孔

子学院中文语言教育平台,与属地国孔子学院强

强联手开展“汉语+水电站职业教育”的属地化培

训创新模式,课程量身定制为汉语、水电类理论知

识、企业水电专业工程师授课、电站实践。在属地

第42卷总第235期 四川水力发电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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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力类大学选拔一批优秀应届毕业生到孔子学

院强化中文学习,培养一批满足电力生产管理需

要的综合型人才和传播中、老友谊的“文化交流使

者”,拓宽项目部在海外水电运维领域的持续发展

道路。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考评选拔属地主值班

员8名,助理调度长1名,后备值长6名,项目部

老方正式员工80人,生产技术岗位属地化比例约

31%,超过28.33%的合同要求,比合同提前一年

完成主值班员培养。集控中心老挝员工人数12
人,属地化率达到63%。目前,属地员工已进入

第二个“上岗实战模式”阶段,属地化人才梯队建

设取得一定成效。

6 结 语

在日益激烈的海外市场中竞争,核心依然是

管理,管理的核心之一是人力资源,要彻底解决人

力资源问题,打造一支优秀的属地化员工团队是

海外项目属地化管理的必然选择,属地化管理不

仅可从根本上解决人员稳定、项目运营成本、应急

管理、降低风险等系列问题,而且还有利于融入海

外促进当地发展及市场营销等工作。属地化管理

是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而我们推进的南欧江流

域梯级电站运维员工属地化工作才刚刚起步,需
要电建南欧江运维项目部所有员工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的共同努力,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

续改进,一定能在属地化管理上走出一条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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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语

国内的城市雨洪管理设施大体可分为就地拦

截/处理设施、径流过程处理设施和区域存储/处

理设施三大类。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考察及现场

监测等方法,对单项设施的结构原理、径流控制效

果、适用区域特征条件、设计参数、建设运行成

本等经济技术特征进行归纳分析,为海绵城市

设施空间布局优化设计提供基础依据。主要结

论如下:
  

(1)径流控制效果。区域存储/处理设施由于

空间大,土壤层、蓄水层厚,可调蓄的降雨量大,径
流控制效果最好。径流过程处理设施主要目的是

完成雨水在多个设施之间的传输,在径流控制方

面表现较弱。对降雨污染的控制方面,大部分设

施对TSS的控制较好,尤其是有前置池和植被种

植的塘类设施。相比较而言,大部分设施对于

TN、TP和菌体的控制不佳。
  

(2)适用区域特征条件。采用土壤层的下渗

系数、地面坡度及地下水位等五项作为设施适建

区的评估指标。一般来说,以渗透功能为主的设

施一般适用于渗透系数较高的土壤,以滞留功能

为主的设施则更适合于渗透系数较低的土壤;池

塘类更适合在地势平坦的区域建设,这样更利于

降雨的蓄滞。而过程处理设施,考虑到降雨的输

送,要求适建区域有一定的坡度。
(3)建设运行成本。海绵城市设施的成本包

括整个生命周期在内的建设、运行、维护、管理

的成本。一般来说,以渗透功能为主的设施以

及体量较大的区域存储/处理设施的建设、维护

成本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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