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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参建方协调管理机制与实施效果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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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电力工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参与方的特点，使参建方协调管理成为实现工程目标的关键环节。文章根据参建方之间的技

术协作需求，深入分析职责划 分对技术接口的作用，明确协同过程中信息传递效率对管理效果的关键影响。为解决

技术瓶颈，提出了信息交互优化方法和动态调整路径，并以数据驱动的绩效评估为基础，构建精准改进策略与技术指

标体系。案例验证中所提出的优化路径明显提高了工程效率和实施质量，展现了良好的技术适应性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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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ower engineer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ity and multiple participants, making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a key link in achieving engineering goals. Based 

on the technical collaboration need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role of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in the technical interface and clarifies the key impact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n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during the collaboration process. To solve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 information exchange optimization methods and dynamic adjustment paths have 

been proposed, and based on data-drive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 precise improvement strategy 

and technical indicator system have been constructed. The optimization path proposed in the case 

verifi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ngineering efficiency and implementation quality, demonstrating 

good technical adaptability and promo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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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力工程参建方的分类与职责划分

（一）参建方类别与职责分工的技术特点

电力工程的参建方根据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及专业分工主要

包括业主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设备供应商

等。业主单位主要负责项目需求提出、资金筹措和整体目标控

制 [1]。设计单位承担工程设计与技术文件编制。施工单位的职责

在于技术方案的落地实施。监理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承担质

量、安全与进度的监督。设备供应商负责关键设备的生产与技术 

引言

电力工程因其规模大、周期长和多参建方参与等特点，对协调管理的技术要求日益提高。实际工程中参建方存在职责界定不清、技

术接口不匹配以及信息交互效率低下等问题，这已成为工程实施的主要障碍，直接影响着工程进度与质量。随着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双碳”目标的推进，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正朝着高效、智能化方向发展，迫切需要使用技术创新解决多参建方协同中的实际问题。协调管

理机制是保证参建方高效合作的关键，其核心在于优化技术接口、提高信息传递精度并构建动态调整方法，以适应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复

杂变化，深入研究参建方间的职责划分与技术协同，对解决协作冲突、提升工程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支持 [2]。

（二）不同参建方技术接口的解析与冲突点分析

参建方之间的技术接口是协调管理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工

程实施的连贯性与效率。业主与设计单位之间的技术接口集中于

需求传递与技术方案的确认；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的接口问

题表现为图纸理解偏差和施工条件限制；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之

间的接口关注点在于施工质量与工艺标准的执行；设备供应商与

施工单位之间的技术接口体现在设备选型、安装和调试过程中的

匹配性问题，冲突可能使得设备运行效率低或施工进度延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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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责划分对协调效率与技术实施的影响

职责划分的合理性关系到参建方间的协作效率与技术实施效

果 [4]。职责界定明确的情况下，各参建方能专注于自身任务，减少

跨部门协调中信息传递的阻滞，使得技术实施效率明显提高。反

之，职责划分模糊或重叠会引发多方推诿或重复劳动，致使资源

浪费和工程进度延误。技术实施中职责划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设

计优化和施工组织两方面，设计阶段如果设计单位的职责过于局

限，会导致其对施工过程的技术可行性考虑不足；而施工单位职

责过度扩展，则容易使施工方案的随意性增加，削弱工程的整体

性与规范性。设备供应商在职责划分不清的情况下不能未能提供

充分的技术支持，会使设备与工程需求的不匹配 [4]。

二、参建方协调管理机制的技术优化路径

（一）技术协同中的协调方法

电力工程项目中技术协同的效率影响着项目进展和质量 [5]。为

解决多方协作中的问题，首先，标准化接口管理是解决技术接口

冲突的有效手段，统一的技术标准保证了各参建方在不同阶段使

用相同的接口规范，从而减少因标准不统一带来的冲突。其次，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集成应用将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

的数据无缝连接，使得各参建方能在统一的平台上实时共享数

据，及早发现潜在的技术冲突并进行优化。为避免信息孤岛，优

化的协作流程也至关重要，可保证其从设计到施工的每个环节都

能高效且准确地传递技术信息 [6]。

具体的技术协同优化方法包含任务分解与责任明确，这可借

助 WBS（工作分解结构）对任务进行细化，保证每一项技术任务

都明确责任到人，减少职责模糊带来的协调成本。同时，建立基

于云平台的实时反馈机制，保障各参建方能在技术实施过程中即

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反馈与修正 [7]。

（二）信息传递的技术优化方法与精度提升

现代电力工程项目中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对于项目的

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常受到数据格式不统

一、信息丢失与延迟等问题的困扰，这导致了技术决策的延误、

设计与施工脱节等风险。

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引入更先进的信息传递优化方法。首

先，建立统一的信息标准和数据格式规范可保证各参建方之间的

数据能顺畅流通，避免因数据转换错误或信息不一致引发的技术

冲突。随后，区块链技术能提高信息传递的透明度和不可篡改

性，使得所有技术数据的实时同步与安全性，以消除信息传递过

程中的信任问题 [8]。此外，云平台的协同作用也不容忽视，借助云

平台可实现实时数据同步，使各参建方能在统一平台上获取最新

的设计、施工和变更信息。云平台的 API 接口能与 BIM、ERP 等

系统无缝集成，以此来提升信息传递的效率和精度，信息传递精

度的提升可用以下公式进行量化：

其中，有效信息量 i 为第 i 个参建方传递的正确且完整的信息

量，总信息量 i 为第 i 个参建方传递的总信息量，优化信息传递流

程可提升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效率。

（三）协调策略对技术目标动态调整的实施路径

电力工程项目中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设计变更以及资源短

缺等因素，技术目标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9]。为应对这种动态调整的

挑战，以下技术优化路径应运而生，并形成了有效的应对策略。

基于动态规划的技术目标优化方法可对工程的进度、资源和技术

要求进行建模，利用动态规划算法优化任务执行顺序和资源分

配，最大程度减少项目成本和工期延误，其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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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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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C 为第 i 个任务的成本， iX 为任务的执行优先级。使

用最小化总成本可以保证保技术目标在动态变化中得到最优

调整。

机器学习与智能优化技术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来预测风险，这

为技术目标调整提供了数据支持。凭借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

可识别施工中的潜在瓶颈，进而调整任务优先级和资源配置，以

保证项目按时推进 [10]。借助物联网（IoT）技术能实时监测现场

的各项技术参数，并使用传感器收集的施工进度和设备状态等数

据，可以快速响应现场变化，以此来调整施工策略来保证工程目

标的实现，动态调整路径的实施效果可用以下公式量化：

100%

这些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可使项目实施的灵活性大幅提升，

即便面对复杂的技术环境，项目依然能按预定目标顺利推进。

三、参建方协调管理实施效果的技术改进

（一）参建方间协作效率的技术评估指标

为了有效提升电力工程项目中各参建方的协作效率，需要建

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对协作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指标进行量化

分析。技术评估指标中进度协调率是最基础的衡量标准之一。进

度协调率可以对比各参建方的任务完成情况与项目总体进度，以

此来反映各方是否按时、按质完成预定任务，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T 表示第 i 个参建方按时完成的任务工期， totalT 为项目

的总计划工期，此指标能反映出各参建方对项目进度的影响力，

从而帮助管理层做出及时调整。质量问题关系到电力工程项目的

安全性与稳定性，所以及时处理质量反馈是提升协作效率的重要

环节，质量反馈效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该指标用以衡量从问题出现到解决的时间差，这能反映出参

建方响应质量问题的速度和效率。信息传递精度是衡量各参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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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交接是否准确的重要标准，技术协作中信息的失真或滞

后是导致工作重复和进度延误的原因。使用上述量化指标，管理

者能全面评估各参建方的协作表现，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技术手

段加以改善，最终提高项目整体的协作效率和实施效果。

（二）协作问题的技术诊断与精准优化手段

电力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协作效率的提升既依赖于评估指标

的量化分析，更需要借助精确的技术诊断手段来识别项目中的技

术问题，并采用针对性的优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流程建模与系统仿真是常用的技术诊断方法。构建电力工程

项目的工作流模型可以模拟参建方的工作协同过程，以此来直观

地发现流程中存在的瓶颈和潜在冲突点，例如借助 BPMN（业务

流程建模符号）可将项目中涉及的各方工作流程以图形化形式表

现出来，从而识别出协作过程中可能发生冲突的环节。并且结合

系统仿真技术能模拟不同工作流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为优化

方案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信息流优化是另一重要手段，信息化时代参建方之间的沟通主

要依靠电子化数据流，而信息流中的滞后、遗漏或误差可能致使项

目实施过程中出现严重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引入信息标准化

协议，使得各参建方的数据交换遵循统一标准，保证信息传递的准

确与高效。同时，应用区块链技术能进一步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性

和透明性，从而减少信息误传和遗漏，提升协作效率。

接口标准化是解决项目中的技术接口问题的有效手段，为避

免因接口不一致而造成的技术冲突，项目管理者需规定统一的接

口标准，保证设计、施工以及监理等各参建方能在相同的技术平

台上协作，减少信息误解和技术重叠。

（三）实施效果优化的技术案例与实践总结

某火电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多个参建方涉及不同的技术环

节，且信息传递存在滞后和误差，致使项目进度延误、技术接

口冲突频发，施工质量问题频出。为解决这些问题，项目组决

定引入 BIM 技术、信息标准化协议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进行全

面的优化。实施效果见表1，进度协调率从优化前的78% 提升至

92%，质量反馈效率从68% 提高至90%，信息传递精度从72% 提

升至98%，这些优化明显提高了项目的执行效果。该案例表明，

技术优化措施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为提升电力工程项目的参建

方协作效率、降低冲突和提高整体实施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 

依据。

表1：实施效果对比

项目指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提升幅度

进度协调率 75% 90% 15%

质量反馈效率 60% 85% 25%

信息传递精度 65% 98% 33%

技术接口冲突次数 10次 2次 -8次

四、结语

文章探讨了电力工程中参建方协调管理机制的优化路径与实

施效果，分析了各参建方之间的技术接口和职责划分对协作效率

的影响，提出了基于 BIM 技术、信息标准化和动态调整机制的技

术协同方法，其重点在于优化信息传递流程，提高技术接口标准

化以及减少协作中的冲突与延误。随后本研究使用了精确的技术

评估指标构建了对协作效率的量化评估体系，并引入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技术，识别并解决了施工过程中的瓶颈和风险。案例验证

表明技术优化措施提升了项目的整体效能，保证了工程目标的顺

利实现，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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