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卷 第 23期 电  网  技  术 Vol. 31 No. 23 
  2007年 12月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Dec. 2007  

文章编号：1000-3673（2007）23-0027-06    中图分类号：TM734    文献标识码：A    学科代码：470⋅4054 

供电企业同业对标管理系统的设计及实现 
吴佳怡，朱传柏，陶  佳，郭创新，曹一家 
（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浙江省 杭州市 310027）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enchmarking System for Power Supply Companies 
WU Jia-yi，ZHU Chuan-bai，TAO Jia，GUO Chuang-xin，CAO Yi-jia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Zhejiang Province，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y-to-da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ovincial power supply enterprises,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 benchmarking system is proposed; an overall 
technical framework of benchmark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power supply enterprises is designed. The functions of each 
several parts of the designed system, such as the managements 
of index base, index assessment, benchmarking distribution, 
benchmarking results analysis, optimal practice and security,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Finally, the host configuration and 
application platform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designed 
system as well as its design philosophy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benchmarking；assessment management；
optimal practice；B/S structure；J2EE 

摘要：结合省级供电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提出了同业

对标系统的建设原则，设计了供电企业同业对标管理系统整

体技术框架，并详细叙述了指标库管理、指标评估管理、对

标发布管理、对标结果分析管理、最佳实践管理、安全管理

等各部分的功能。最后介绍了实际应用案例的主机配置以及

应用平台、数据库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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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电力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高容量、低成本、高质量的电

力供应成为各级供电企业面临的新挑战。这就要求

电网/供电企业在适应外部市场环境的情况下，优化
企业内部管理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为此，国家电

网公司提出要加强同业对标管理，建立科学先进的

评价指标，通过国际国内同业对标，实现用指标评

价企业，促进电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标杆管理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由美国施

乐公司最先发起，后经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系统

化和规范化，至今已被西方企业界广泛应用，是现

代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之一。美国 1997 年的一项研
究表明，1996年世界 500强企业中已有近 90%在日
常管理活动中应用了标杆管理，其中包括 AT＆T、
Kodak、Ford、IBM、Xerox等[1]。 

本文根据省级供电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现状，

将同业对标工作与企业的日常管理流程紧密结合[2]，

开发了供电企业同业对标管理系统，旨在将对标过

程自动化、规范化，以现代化管理手段全面、及时、

准确地比较、分析所有对标指标情况。同时根据当前

指标的状况，制定对标指标改进方案和实施计划，实

现指标的闭环控制。 

1  系统建设原则 

（1）全面、开放、动态原则。 
在对标范围上，应实现与国内所有供电企业以

及与国外同行等不同层面的比较。在对标内容上，

应实现指标标准、管理手段与方式的比较，逐步覆

盖公司各项管理业务。指标体系应根据企业的发展

状况、不同阶段重点工作以及同业对标的成果，开

放性地调整对标内容，按动态比较的管理模式不断

确定企业最优指标，确保标杆的先进性。 
（2）分级、分层、渐进原则。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对标过程应体现为国际指标、

国家电网公司指标、网省公司指标以及发电/供电公司
指标等多个层次，将指标的重点性和全面性相结合。 

如图 1所示，同业对标按照实施步骤分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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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同业对标系统分层实施矩阵计划 

Fig. 1  Matrix plan of benchmar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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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理层、对标管理层、现状分析评估层、最佳实

践层、持续改进层。对标内容要切合公司实际，由

少到多，由主及次，逐步递进。 
（3）闭环、持续原则。 
同业对标系统应不断完善和改进指标体系与

管理标准，突出流程管理、过程控制和管理手段的 
创新，实现同业对标工作的闭环管理，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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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业对标以管理和效益为中心的持续改进环 

Fig. 2  Continuous improvement ring of benchmarking 
centering around management and benefit  

2  系统总体设计 

同业对标管理系统是一个高层次的管理信息

系统。为了保证管理决策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

性，对标系统与管理模式必须统一。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创一流同业对标管理办法”

的精神，结合省电力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把 

同业对标管理系统的业务体系划分为指标库管理、

报表和信息发布、地市(县)公司指标评价体系和指标
排序、指标参数诊断和改进报告共 4 部分，如图 3
所示。系统的功能结构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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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同业对标管理系统业务体系 

Fig. 3  Business structure of benchmarking system 

3  系统功能 

3.1  指标库管理 
3.1.1  指标体系管理 

对标指标包括了省公司、地市公司(含高压局和 
运检公司)和县公司 3级对标体系。指标体系管理[3-5]

是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和省公司的要求建立相应的

指标目录，对指标实现分类、分层的动态管理，主

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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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省电力公司同业对标管理系统结构框架 

Fig. 4  Benchmarking system framework of provincial powe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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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目录管理。系统提供了标准的数据
模型来描述指标体系，可建立指标目录树，并在目

录中动态添加和删除指标。 
（2）指标库模型。指标库模型定义了指标库

中关键对象和业务的数学模型。 
（3）复合指标关联管理。对标指标一般都是复

合型指标，是企业的终端指标。把这些指标和单项

指标及过程指标相关联，同时设置指标的收集算法

和分配算法，不仅可以控制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

还可以明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 
3.1.2  指标录入和审核 

对标指标按时间段分为月度，季度和年度指

标，每个阶段指标都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输入到系

统中，为下一步的指标数据上报和下载做准备。 
责任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录入所负责的指标数据

或关联数据，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录入的，系统

自动通过邮件、短信或电话方式通知相关责任人。 
在授权体系下，审查人在指定时间内对录入的

指标数据进行准确性和合法性审查。在审查确认

后，指标数据将存入数据库。系统提供 2级或多级
审查制度。 

一般情况下，指标的录入和审查由多人协力完

成。为避免数据泄密和误操作，本系统定义出角色

的概念，每个角色负责录入/审查特定部分的指标数
据，将一个角色赋给一个系统用户后，该用户在录

入/审查的过程中，系统只显示该角色可操作的部分
指标数据。例如，定义一个“电网录入”角色，将

所有电网运行相关的指标数据录入权赋给这个角

色并将此角色赋给某用户，则该用户在录入数据

时，只能录入电网运行相关的指标数据，由此保障

了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1.3  指标上报和下载 

对标管理系统对本企业指标数据定期自动或

手动上报，并且定期自动或手动地从上级电网公

司下载同业指标数据。系统对上报的指标数据进

行完整性检查，如果发生缺项，自动给出提示。

对于部分无法上报全部数据的情况，允许手动单

独上报。 
3.2  评估管理 
3.2.1  指标数据描述 

系统按照统计学原理对指标数据进行统计描

述。依据数据的分布特点，分别采用正态分布和 4
分位数方法。 

（1）正态分布。 
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指标数据，分别以 1σ (σ

为指标数据的标准差)、0.33σ、−0.33σ 和−1σ为分
位点，将数据按优秀到落后的顺序分为 A、B、C、
D、E共 5个区段，各区段的得分分别为 4、3、2、
1、0分，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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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正态分布法评估指标数据 

Fig. 5  Assessing index data by normal distribution 
（2）四分位法。 
对于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四分位法将其

分为 A、B、C、D 4个区段，各区段得分分别为 4、
3、2、1 分，以体现从落后到优秀的变动比较和优
劣程度。将数据由小到大排列，3 个分位数的选择
条件分别为：①25%样本的数值小于该样本的数值；
②中位数；③75%样本的数值小于该样本的数值。 
3.2.2  指标评估管理 

根据不同级别的电力公司建立不同的指标评

估体系[6-7]，计算其评估综合指数。每个级别按照专

业方向分配评估比重系数，每个专业方向再按照指

标项目分配相应的比重系数。 
指标评估是针对具体级别的具体电力公司进行

计算的，方法为：评估指数值=Σ[专业方向系数×Σ(指
标系数×指标分段分数)]。 

指标评价分为单项指标评价、专业管理评价和

综合评价。单项指标评价是指对各单项指标进行排

序，确定指标数据的最优值、均值、分位点和得分。

专业管理评价按照从过程指标到终端指标的顺序，

根据指标权重对各专业管理所包含的子指标得分

进行合计，得出各专业管理的百分制得分。综合评

价汇总安全管理、资产经营、营销服务、电网运行

等各方面的得分，并进行综合排序和评价。 
3.3  对标和发布 
3.3.1  对标管理 

对标管理主要包括指标计划管理、标杆管理以

及对标比较 3项。 
指标计划管理是对每个对标指标制定一定时

间期限的目标计划，把计划值分阶段进行分解，作

为单位时间段的目标值，如月目标、季度目标和年

目标等。 
标杆管理是在指标库中选择优秀企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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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企业在某时段内的生产经营标杆。系统支持

同时选择多个标杆作为企业的复合标杆，这些标杆

在不同指标上有各自的优秀表现，。 
对标比较是指对于选定的阶段性标杆，实现本

阶段企业指标和标杆的比较，形成对标结果，显示

差距或超越的幅度。 
3.3.2  发布管理 

发布管理包含了指标统计、指标综合结果发布

以及对标报告 3项内容。 
指标统计包括对本企业指标按月、季度、年的

时间趋势图的最大、最小值和均值进行统计，显示

本企业各个指标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同行业中所处

的排位。 
指标发布包括指标的综合查询和定期发布报

表功能。用户可以按照各种方式查询本企业和同业

企业的指标情况，形成棒图、饼图、列表等查询结

果，并按照设定的时间定期生成一张对标指标同业

自动排序报表，发布给相关负责人。 
对标报告是指将月、季度、年对标的结果生成

相应的报告，总结成绩，找出差距，提出下一步的

指导意见。 
3.4  对标结果分析管理 
3.4.1  指标现状分析 

（1）指标业绩评估。 
指标业绩评估是通过建立一套标准的评价制

度，由专门的业绩评价小组实现对指标的专业规范

化评价，主要包括现状描述、良好实践、有待改进

的地方和改进计划。 
（2）指标成本效益分析。 
对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进行效益分析[8-9]，

有助于认清企业运行的方向。每个指标都要跟具体

的成本指标挂钩，分析当期的效益区域。 
1）2维成本分析。 
如图 6所示，取某需对标数据的指标值和成本

值的算术平均数，获得 2维平面空间的 4个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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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指标成本收益分析象限 

Fig. 6  Quadrant diagram of cost to index data 

由此可以分析企业对标数据所在的相应象限位置，

并制定不同的措施对指标进行改进。 
2）成本曲线分析。 
结合财务成本数据，拟合单一指标和成本的曲

线关系图，由此曲线预测指标升高和降低对成本构

成的影响，见图 7。在每一个对标时段结束后，用
新的指标数据和成本数据来更新成本指标曲线，实

现基于成本的 2维对标改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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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指标成本曲线走势 
Fig. 7  Cost curve trend of index data 

3.4.2  指标预警 
指标状态标识为 5个等级，分别为优、良、平、

逊、差，对每个指标用不同的指示灯表示其状态。

系统自动显示当前处于差状态的指标，实现指标的

报警。 
按照时间段内的月度指标及其变化趋势可以

预测季度和年度指标，根据预测结果和标杆进行对

比，给出裕度预警。预测方法采用时间序列法、回

归分析法等。 
3.5  最佳实践管理 

（1）整改管理。 
结合对标结果、指标评价和指标成本分析的结

果，针对该指标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措施。如

果发现在成本体系下目标值过高，则调整相应的标

杆体系；如果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改进，则形成改进

困难报告，递交对标管理小组。 
（2）最佳实践库。 
最佳实践库相当于指标的知识库系统，能够根

据指标所处的状态自动给出最佳的改进措施，这些

措施都是经过评估和实践检验的。 
如何实现最佳实践库的有效管理，使之在本企

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发挥作用，是一个难点

和挑战。本系统建立了一个简单通用的最佳实践库

模型，包括基础信息部分和实现措施明细部分，并

考虑了成本和工期的因素。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结合

实际可任意扩展的指标实践做法知识库，这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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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可以将本企业的一些常规业务做法、优秀做法以

及外部企业的优秀做法积累起来，在此基础上结合

不同的改进方向制定不同的最佳实践库样例。指标

最佳改进方案流程如图 8所示。最佳实践库可以根
据成本象限关系直接和指标持续改进报告方案相

互转换，通过后期的指标比较分析和持续改进来做

出自身的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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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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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最佳 
实践库 

最佳改 
进方案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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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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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人员 
预算 

收益 
预算  

图 8  指标最佳改进方案流程 
Fig. 8  Process of setting the optimal improvement scheme 

3.6  持续改进管理 
（1）计划跟踪管理。 
对已经生成的指标改进方案进行综合和统计，

给出具体的业务计划任务。当还未制定相应的业务

计划时，该任务一直处于未处理状态以提示相关责

任人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制定工作。 
（2）目标和标杆调整管理。 
如果指标已经处于最优效益状态，或者指标在

成本范围内根本无法达到标杆和目标值，则进行指

标目标和标杆的调整。 
3.7  系统安全管理 

由于对标管理系统涉及到一定的商业机密，因

此设计了多层安全保护体系[10]以防止非法用户登

录、数据泄密等。 
首先，数据传输采用远程应用接入方案(remote 

application solution，RAS)、安全套接层协议(secure 
sockets layer，SSL)、IP 层协议安全结构(security 
architecture for IP network，IPSec)等加密技术，并
可定制有效的 IP地址段，防止非法 IP登录。 

其次，针对庞大的省电力公司用户群体，系统

采用单独授权和用户组授权 2 种方式限制操作权
限。单独授权即由管理员定制每个成员用户的菜单

权限，避免越级操作。用户组授权即在系统中首先

定义一个通用用户组，为这个用户组定义一份菜单

权限，然后将用户分配到该通用用户组中，此用户

既拥有了该用户组的所有菜单权限。例如，可以建

立一个查询用户组，将所有查询菜单项赋予该用户

组，则隶属于该用户组的所有成员都拥有了查询权

限。用户组的设置避免了菜单定制的重复操作，方

便了管理，在实际应用中有效分离了各级各部门的

不同应用。2 种授权方式以并集形式存在，保证了

用户权限定制的灵活性。 

4  同业对标管理系统示例 

4.1  主机系统设计 
以湖北省电力公司的同业对标管理系统为例，

配置见图 9。整个系统配置 1台高档微机作为数据库
服务器和 WEB(网络)应用服务器，负责存储系统数
据和商业历史数据，同时负责WWW的发布功能。 

服务器自身可通过 Smart Array卡(一种阵列卡)
实施自身的 RAID(阵列)配置，实现数据的备份和保
护，将来还要实现双机热备用方式。  

 
数据库和WEB 
应用服务器 

备用 
服务器 

客户端浏览 
工作站 

交换机 

 
图 9  主机系统配置 

Fig. 9  Deploy of computer system 

4.2  应用平台设计 
该系统采用成熟的 Java 2 Enterprise Edition 

(J2EE)技术和浏览器/服务器(browser/server，B/S)
结构进行设计开发。采用构件化的设计易于维护并

具有良好的再升级能力和快速移植能力。 
主机采用Windows2000/UNIX操作系统。应用

服务器采用高性能的 Tomcat+Jboss网络WEB发布
平台和中间件平台。后台数据库采用通用商业关系

数据库 ORACLE 开发。开发工具采用 Jbuilder 的
JAVA开发集成平台，实现语言为 Servlets/EJB/JSP。 
4.3  数据库设计 

通常的系统设计使用 Java 数据库连接(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JDBC)操作数据库，业务处
理和数据存取逻辑混杂在一起，代码非常复杂。本

文采用对象 -关系型数据映射 (Object/Relational 
mappin，ORM) 技术进行数据库功能的开发，将业
务逻辑和数据存取逻辑分离开来，简化了程序代

码。同时商用数据库具有如下优点：①Client/Server
结构体系提供方便的网络访问；②安全的事务处理

能力；③触发器功能便于保证相关数据的一致性；

④自动数据备份功能使重要数据的备份简便易行；

⑤具有开放、标准的 SQL数据库访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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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用效果 
系统在应用以来，取得的管理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要包括： 
（1）实现了同业对标工作的自动化和流程化

管理[11-13]，将业务人员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提高了业务流转的效率和标准化程度。 
（2）提高了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可以很好

地服务于供电企业的基层员工及上层领导。  
（3）提高了公司员工对同业对标工作的参与

热情，提高了生产和管理效率，切实体现了以指标

促进效益的目的，同时为企业的高层决策提供了实

时信息支持平台。 

5  结论 

（1）同业对标管理系统的多层体系构架符合
当前国内外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的最新发展趋势，具

有高度的开放性和扩展性。 
（2）系统能动态分配客户端界面，在严格的

授权体系下，为不同登录人员显示不同结构的界

面，突出了系统的个性化管理。 
（3）系统拥有丰富的界面风格显示，列表、

棒图、饼图等直观地体现出指标的状况。 
（4）系统强大的报表定制和生成功能方便用

户对数据进行归档，生成的报表能和国网公司的应

用系统无缝结合，实现数据共享交换，避免了数据

重复输入。 
总之，本文的同业对标管理系统很好地满足了

目前同业对标工作的需要，使创一流同业对标工作

成为一个主动、可持续、不断改进的闭环管理过程，

为优化企业管理和工作流程、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

供了完备的技术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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