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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层谈 BPR 项目 

王运丹董事长 BPR 访谈之解读 

一、公司开展 BPR 的背景、目的及定位 

公司 BPR 项目的背景：公司目前经过推行 EVA和 KPI 工作，

初步形成价值导向和行为结果导向的管理格局，两者有机结

合构成实现公司企业愿景的有效途径。而 BPR 项目就是推进

公司战略有效落地的具体手段，将企业战略与日常的工作联

系了起来。通过开展 BPR 项目，就是将实现国际一流能源企

业的战略目标通过推动“四个转变”转化为具体的每项工作

和流程，关键是确保每项工作的有效完成，进而实现企业的

价值。 

公司 BPR 项目的定位：通过推进 BPR 项目，可以对公司内

部流程进行有效的梳理和再造，解决目前的流程多、流程重

复以及互相矛盾的情况。重新确定的流程，应合理、可追溯，

达到信息扁平及高效传递的目的。 

流程管理涉及公司项目建设和运营各个方面，从项目的

选项、评价和预可研以及之后的行政审批、可研、招标、项

目实施，最后是项目的运营、后评估等等。这些工作涉及到

公司各个部门，流程纷繁复杂。通过 BPR 项目的流程设计，

可以确保各流程有效运作，将企业实现价值的行为分解为各

个部门的具体行动，即流程，从而产生好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BPR 只能保证各部门正确的做事。公司下

一步还要继续规范和提升标准，通过引入 ISO/OHSAS 体系以

及能力字典等构建素质模型，确保各部门不仅能正确的做

事，还要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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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R 是确保正确地做事，下一步要规范和提升做事的标准，

即将来引入 ISO/OHSAS 体系等，并通过塑造能力字典等构建

素质模型 

 

 

 

 

 

 

 

 

 

图 1-1.BPR 定位图 

以项目投资为例： 

首先是项目选项、评价和预可研环节，在预可研环节中

包括场地、环境、外部条件（政策、技术进步、工艺装备等

等）、还要关注谈判，及 IRR、ROE 等指标； 

预可研之后要进入审批环节，要进行可研、要实施、要

招标、技术评审等支撑环节； 

然后进入运营、采购、操作等环节； 

最后还有后评估。 

就一个项目来说需要这么多流程，我们把项目的流程展

开，需要分成 1、2、3….n 步，同时涉及计划、风险管理等

多个部门，这中间的流程非常复杂，在目前管理构架和流程

下就是把实现价值的整个行为细化成有关部门分管某件事

的某一阶段，这是大公司的体系。这种体系不容易出错，但

容易忽视创意和效率。在流程中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下层

也不能出错，整个流程是否能流动，光靠顶层是解决不了的，

BPR 就是更好地推动项目流程能够有效地运作，也就是价值

到行为到结果。 

BPR 
（确保 A 落地）

ISO 

/OHSAS 

价值体现 行为结果

能力字典、素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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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 BPR 可能碰到的难点 

1、 流程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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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部门）

力度和规避风险的需要。一方面，上海电力作为二级公司，

尽管目前所属各单位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但一些被实践证

明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措施，应该在各三级单位逐步推广，

要有一点“统一度”，提升三级单位的管控水平。另一方

面，二级公司也应注重提升自身的管控能力，避免由于自

身工作失误给三级单位造成损失。在确定流程时，可能会

出现碰撞，但碰撞之后就会有“真理“出现。要考虑将“真

理”进行标准化，并整合进流程进行推广。 

3、 破“壁垒”：公司 BPR 项目是打破部门壁垒、转变企业

管理模式的需要。目前公司各部门设置为职能式，各自向

条线负责。但实际工作中，需要相互配合，如果没有好的

流程控制，就会出现互相推诿、工作效率低下等情况。国

际上一些先进的大公司，例如 GE、德国能源公司等采用的

“首问负责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首问负责制流程： 

     

 

 

 

 

 

 

 

 

 

 

 

图 2-1.GE/德国能源公司的首问负责制流程 

A 为 GE 项目主谈判，由他一人负责面对客户，A的身后由 GE 公司各相关部门提供的

强大团队给予他强大的后台支撑。当客户提出的要求发生变化时，A 能够将这些变化迅

速反馈给后台，后台经过周密测算分析后，及时将答复反馈给 A，指导 A 开展下一步工

作，对客户要求进行了快速反应。 

监控（法律、风险）

反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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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 BPR 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1、 处理好管控界面划分的关系：中电投集团的三级管控

模式，有自上而下的管控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其中的

关系，应注意与集团的要求保持一致，但对个别不符合上

海电力实际情况的，我们也可以有所创新。这条原则也同

样适用于上海电力与各三级单位的关系。 

2、 处理好公司 BPR 与集团 BPR/ERP 的关系：集团 BPR 项

目重点在于管控模式，上海电力 BPR 项目重点在运作模式

和实际流程，两者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存在，应注意两者

之间的差异，并反馈集团。 

3、 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公司目前开展的 BPR 项目

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实

施过程，各部门一定要不断实践、反馈、修正并加以完善，

流程才会越做越好。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有企业的体制

和机制上的特点，以及稳定需要带来的制约。但这不影响

我们对自身的业务蓝图高标准的理想追求，而是对自身实

际能到达的效果有更清醒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完成 PDCAD

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