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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对于企业发展需求内容也在逐渐增多，

企业竞争力的发展逐渐成为发展的重点，也是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和

关键性内容。在新能源发电行业，企业已经走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

要接受国家风电电价去补贴、平价上网、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售电侧

改革、环保及征地政策收紧、陆上风能资源短缺、建设难度加大、发电设备老化、

运维成本加大等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又有随着技术的不断成

熟，发电设备制造成本降低，在政府“碳达峰”、“碳中和”的引领下，新能源

又迎来一个新的“风口”等利好消息。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作为新能源电力

行业中的一员，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生存环境，只有深刻剖析、认识到自身竞

争力的弱化和缺失，不断改进、提升才能可持续地良好发展。

本文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竞争力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了适合

该公司的竞争力研究理论、方向及重点。利用调查分析法详细调查分析了山西区

域内各新能源发电企业、整机厂商、售电公司的运营现状、发展方向及竞争力方

面的优势并采用比较分析法比较区域内相关企业与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相

比的优势。通过 PEST、波特五力等分析模型，分析得出该公司在竞争力方面的

问题：企业文化内化不足且缺少重要文化因子；信息化数据应用不够深化；运维

能力缺乏体系化建设；电力营销策略过于保守；战略管理能力薄弱等。文章结合

公司内外部环境分析，提出了竞争力提升的措施建议：增加重要文化因子、内化

企业文化；加快大数据分析团队建设及信息化深化应用；提升电力营销能力；提

升战略管理能力等。

关键词：竞争力 新能源 风力发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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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ic level,

the content of the social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developmen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and key content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enterprises have come to a crossroads in their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to accept the severe test of policies and market

environment, such as national wind power price subsidies, parity access

to the power gri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power system, further

pushing forward the reform of the power sales side, tightening the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and requisition, shortage of onshore

wind energy resources, increasing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ging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and increasing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matur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sts reduced, in the government

"carbon peak" , "carbon-neutra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new energy and

usher in a new "Tuyere" and other good news. As a member of the new

energy and power industry, China Guangdong Nuclear New Energy

Shanxi Branch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its existing

environment,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motion can b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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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to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has determined the suitable company's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theory, the direction and the focal poin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operational status,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the whole machine manufacturers and the power selling

companies in Shanxi region, and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relevant

enterprises in the region with that of the Shanxi branch of CNNC new

energy with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means of PEST and

Porter's five-force analysis model, the problems of the company's

competitiveness are as follows: insufficient internaliz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and lack of important cultural factors; The power marketing

strategy is too conservative and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ability is wea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pan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increasing the important cultural factors, internalizing

the corporate culture,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team and deep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roving

the power marketing abilit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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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化石燃料的不断枯竭、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生态的不断恶化、全

球变暖、能源安全等问题已迫使全球各国加快对新能源的不断开发利用。风电作

为清洁能源的一种，已被人们公认为最具活力、最具商业潜力的可再生能源之一。

风力首次被应用于发电起于 1887 年，没有政府政策支持的风电发展处于一个自

由而增长缓慢的状态，这已于 1970 年前被证实。

早在我国风电项目起步阶段的 2003 年开始，受国家政策影响，风电电价实

行“双轨制”，标志着风电行业电价补贴的开始。“风电”在进入中国市场，一

开始就像一个“温室里的孩子”，步步受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关照。正所谓“萝

卜快了不显泥，葱儿慢了剥皮皮”，2019 年之前，中国风电行业在国家优惠和

鼓励政策的引导下、在电价补贴的不断刺激下，各发电企业、整机厂商及其上游

零部件产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上下游供应链均将抢占市场

份额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市场份额确实为整个行业各个

环节的企业赚足了“第一桶金”。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使得各生产环节企业开始不

再满足于自身蛋糕的份额，风电行业进入了“跨界打劫”的时代，各大整机厂商

纷纷跻身于风电场的建设运维，成为发电企业的强劲竞争对手。

2018 年 5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 2018 年度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

知指出：从通知印发之日起，尚未印发 2018 年风电年度建设方案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增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和未确定投资主体的海上风电项目，应全部通

过竞争方式配置和确定上网电价。这标志着风电行业全国性的竞价上网已拉开了

序幕，从 2018 年 5 月以来，三北地区各发电企业为争夺资源，不断压低价格，

使项目的成交价格越来越接近平价上网，这就标志着以风力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发

电企业的“暴利”时代已经过去。在竞价上网、平价上网的今天，发电企业不断

对整机厂商压价，整机厂商将部分压力传递给了其上游公司。上、中、下游利润

的不断缩减也考验着发电企业与整机厂商的关系。部分轻资产整机厂商开始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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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转移到新能源汽车、电池等行业，部分重资产整机厂商抓住平价上网全面落实

之前加紧抢订单，对后运维市场的关注度明显不足。作为发电企业，面对至少运

维 20 年的风电机组，面对技术能力远超于自己的整机厂商对手，面对竞价上网、

平价上网的压力，面对与整机厂商紧张的合作关系，面对批量出质保机组的自我

运维等多方面的压力，已经应接不暇。

2016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了售电侧改革实施方案，2019 年底下发了 2020

年省调调控目标预案，将风电机组安排基准利用小时调至 1200 小时，光伏机组

安排 900 小时。预案中提到除执行基准电价之外的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预

案中的保障小时数较 2016 年核定的保障收购小时数缩水 33%以上。这意味着新

能源发电企业除了要做好原有的发电工作以外还必须做好电力的营销工作，这对

于新能源发电企业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2020 年 9 月我国对外提出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 12 月，我国进一步宣布减排目标：未来十年，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00GW 以上。2021 年 2 月，两会聚焦碳达峰、

碳中和，建议制定减煤路线图，严控煤电、石化、钢铁、水泥项目。可见新能源

发电企业即将迎来另一个井喷时期。

1.1.2 研究意义

（1）全球环境变化的需求

2019 年《气候变化绿皮书》中提到，2018 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

高出约 1摄氏度，全球平均海平面屡创历史新高。全球天气气候灾害发生次数为

1980 年以来最多，带来的损失将近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 2 倍，对经济社会和自

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在日益加重，全球气候风险持续上升。下图 1.1 是 1980 年至

2018 年全球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次数。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竞争力提升研究

3

图 1.1 1980 年至 2018 年全球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次数

2020 年作为全球大国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环境改善又新增压

力。新能源发电作为以化石燃料为原料的火力发电的替代能源产业，无疑并持续

将是有责任、有担当国家的重点发电单元。

（2）行业发展的需求

从目前的行业形势看，宏观形势良好，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的建设，随着技

术的不断发展、风电机组运行基本趋于稳定。但风电行业已经经过了一个发展的

“井喷”时期，陆地优质风能资源已经开采殆尽，低风速的利用技术需要进一步

突破，海上资源应用技术还相对不是很成熟、前期的“抢装潮”为后续运维带来

无穷的隐患。电力消纳方面，通过深化售电侧改革，使电力完全走市场化道路，

陆地风能资源的短缺、各项政府政策的收紧、售电侧电价的一再降低让风电行业

接受着多重的考验。新能源企业是否能够接受得了这样的冲击完全取决于企业自

身竞争力的培养、积累和提升。

（3）政策改变的需求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工

商业电价 5%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该项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售电侧深化改革进程，

倒逼发电企业快速改变并找准自身定位，以便适应市场化改革进程，加之国家从

政策方面已经将扶持政策取消并收紧环保、征地政策。同年 9月国家提出“碳达

峰”“碳中和”概念并提出截止到 2030 年风电、光伏的建设目标。在这诸多外

部压力和利好消息并存的情况下，该企业探究自身竞争力并适应市场需求进一步

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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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环境改变的需求

截止到 2019 年，已有 50GW 风电机组的使用年限达到 5年，出质保期后的机

组运维成本的激增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受原先电价补贴的刺激，各

大整机厂商也跻身风电场的建设运维，技术遥遥领先的整机厂商成为发电企业的

强劲竞争对手。供不应求的供求关系造成卖方主导市场，在采购阶段、后运维阶

段，发电企业均承担着较大的议价压力。随着山西省内售电侧深化改革进程的推

进，电力营销市场中售电公司迅速崛起，截止到 2020 年底，仅山西省内就成立

了 300 多家售电公司，受改革进程中不正常获利或亏损的影响，售电公司非理性

的竞争使得整个售电市场价格非正常的持续走低，仅 2021 年 1 月就有 40 多家售

电公司亏损近 1600 多万人民币。提高自身售电业务水平及现货操作水平显得尤

为重要。

（5）自身发展及定位改变的需求

自风电行业发展以来，发电企业享受着机组质保五年的服务，一直以业主自

居，很多发电企业只管经营不管运维。而今随着批量风机出质保以及十年以上老

旧机组的整治倒逼发电企业开始注重运维以及与整机厂商的合作。国家售电侧改

革也要求发电企业从生产型企业开始向生产销售服务型企业转型，在此阶段，探

讨、研究、改进、提升企业竞争力显得更为重要。

（6）总结

国际、国内、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好坏双向形势及时时变动

的机遇和挑战，将新能源发电企业推入“大浪淘沙沉者为金，风卷残云胜者为

王”的时代，如何探索并保持符合时代要求的竞争力将是所有新能源发电企业面

临的难题。这就是本文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以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为例，分析当前风电行业及该公司所处

形势，通过文献研究法、调查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探究其在新形势下的竞

争力保持及创新问题，探求风电企业在真正市场化条件下的发展方向。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对竞争力的理论研究起源于国外。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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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企业竞争力的早期研究基础，这一理论并未直接提出“竞争力”这一概念，

但是指出了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即相对优势产生的机制。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发表了“竞争三部曲”，即《竞

争战略：产业与竞争者分析技巧》（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1980）、《竞争优势：创造与保持优

异业绩》（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1985）、《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并提出了著名的波特五力模型，该模型从同行业现有竞争者的

竞争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以及购买者的议价能力五个方面对一家企业进行分析，以得出企业竞争力的强弱

并提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三大战略即成本领先、标新立异、目标集聚。

沃纳菲尔特（1984）提出了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他将企业看作为各种资源

的集合体，认为一种能够让企业产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资源就是企业竞争力，这

种资源包括了企业的有形资源、无形资源、知识性资源等。1994 年，世界经济

论坛（WEF）将竞争力定义为企业生产出比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Coombs

（1995）从技术与组织的角度提出了竞争力能使市场、企业和技能互相结合的观

点。从消费者角度提出企业竞争力观点的是菲利普·科特勒（2000）提出的，他

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能力。

Spence（2007）基于环境因素定义了企业竞争力的概念，这些环境因素包括

技术、国内政策以及行业内政策，这些都能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能力产生

影响。Bowen（2005）认为企业竞争力与企业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市场

竞争中，企业在知识获得、应用以及创造等方面拥有的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强大的

能力，能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竞争力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侧重于对其概念的研究。通过

积累的实践经验，使公司的竞争力和学习效果得以本土化和转化，有效指导中国

企业的管理实践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的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从不

同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总结和梳理，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结

为能力结合、创新、资源整合、体制机制、剩余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概念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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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具体观点来源如下：张志强、吴建中（1999）得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就是比

较生产力这一结论，该结论片面强调企业外部竞争环境、忽略了企业内部发展，

有一定的局限性。曹建梅（2000）从资源与能力整合理论的角度，认为科学准确

的识别自身资源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有效地整合资源、培养资源、占用资源，

形成差异化的功能和竞争优势支持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是企业竞争力。胡大立

（2007）兼顾企业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提出企业竞争力的定义，他认为企业通过

自身各要素优化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在有限的市场资源配置中占有相对优

势，进而处于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状态的能力。

彭红丽（2000）认为：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环境这三个方面决定了企

业竞争力，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于彼此，除此之外，不同的初始条件下企业不同

的成长性可以带来不同的扩张。单优、多优、单弱、均衡是企业竞争力发展的四

种模式。傅贤治（2006）认为企业的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企业内部所

独具的因素是自身能力最本质的因素，是核心因素。傅贤治是从内、外部因素的

角度界定竞争力，。

也有很多学者从竞争力的最终表现形式上来理解和定义企业竞争力。如姜青

舫（2001）认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措施来使得企业产品在能够满足客户需求

的同时对企业生产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以便企业能够不断提高其自市场上的占有

率是其企业竞争力。张志强、吴建中等（1999）认为充分合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资源要素，在竞争中获得更加持久的生存能力是企业的竞争力。

1.2.3 研究述评

竞争力是竞争对手在某一方面通过比较而得到的一个相对概念。没有比较则

无竞争力可谈。企业竞争力是在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得来。国内外对

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探讨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各学者的观点是紧密相

连的，只是涉及不同的方面和视角。经过对前人的总结及理解，竞争力包含其他

企业在短时间内无法超越或复制的资源培养、占有、应用、整合的能力，这些资

源包含企业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知识储备资源、客户信息资源、自身品牌及口

碑等资源。

由于我国风电企业起步于 2003 年、发展于 2007 年，国内外对新能源企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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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多文献均是从研发、人才培养、运营管理、资本运作、

产业链管理、市场开发、品牌效应等多方面对新能源发电企业竞争力进行了论述。

但由于近几年竞价上网、平价上网的电力政策变化和售电侧改革的逐步推进，正

在改变新能源发电企业在电力市场上的角色和定位，较早的研究文献对这些市场

变化和企业本身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变化研究较少，故就对新能源发电企业竞争

力方面的研究既有一定的参考性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1.3 研究思路和内容

1.3.1 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论述。首先从新能源

发电企业发展历史及现状推出新能源竞争力提升研究的意义。其次结合国内外研

究现状进行分析，从企业竞争力的内涵开始探究，分析企业竞争力的识别方法、

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等。再次通过 PEST、波特五力、SWOT

等分析模型对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内外部环境、竞争力现状及问题进行分

析，探究该公司出现核心竞争能力不足的原因，结合自己的实际调查结果，统计

分析数据，总结归纳相应结论，对公司竞争力现状进行有效的分析，找出了其中

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企业文化、市场营销能力、战略管理能力等，最后通过提

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策略，来完善公司的竞争实力，保障公司良好的发展态势。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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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内容

目前国内对新能源行业企业竞争力研究比较少，但企业发展迅猛，各大型风

电企业在政策的引导下、市场的倒逼下已经不得不从粗放式的管理中迈出精细化

管理的脚步，各风力发电企业都在探索新的利润点、运营模式或者如何优化管理、

控制成本。本文以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分析研究为例，为新能源发电企业战

略决策提供一个良好的思路。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

思路、内容及研究所使用的各种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主要从竞争力的内涵和理论基础两方面进行论述。内

涵方面，从企业竞争力的内涵和特性、识别办法、作用、形成机理分析等方面进

行阐述；理论基础从竞争战略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创新理论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并介绍了 PEST、波特五力等分析模型。

第三部分：首先对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基本概况进行描述，其次对中广

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企业竞争力内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外在环境分析从宏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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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分析、行业环境分析、外在环境综合评估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内在环境分析从

企业文化分析、人力资源近况、经营近况分析、内在环境综合评估四方面进行了

论述。

第四部分：对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竞争力优势及问题进行了分析。优势

分析主要从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应用、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带来良

好的企业效益、学习型组织提升公司软实力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

分析主要从企业文化重要因子缺失及内化方面、信息化应用及管理方面、运维能

力建设方面、市场营销能力方面、战略管理能力和组织整合能力方面等进行分析。

第五部分：提升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竞争力措施建议。主要建议措施有

应用内在企业文化提升外在硬实力、提升战略管理能力、提升电力营销能力、提

升组织整合能力等。

第六部分：结论和展望，对全文进行了梳理，对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的

未来发展景象做出展望。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分析法

通过查阅近几年有关公司竞争力提升的应用研究文献，认真阅读，针对该课

题的研究，在网络上查找阅读了大量新能源产业竞争力、公司竞争力提升、国内

外企业竞争力研究综述相关的文献，收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归纳、

总结所阅读的文献资料，并形成本课题的写作框架。

1.4.2 调查分析法

由于受国家政策影响，国内风力发电企业主要由民企、国企及少量外资企业

组成，本文通过实地调查、面谈、访问等形式了解区域内与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

公司有强烈竞争性的企业，分析企业优劣势及其竞争力。

1.4.3 比较分析法

在国家政策、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今天，通过比较分析法分析各企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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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其在不改变战略的情况下的未来走向，从而得出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在

未来市场所处地位并为进一步获得行业领先地位，在竞争力方面提出规划并给出

实施计划和重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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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

2.1 竞争力的内涵

2.1.1 企业竞争力的内涵和特性

企业的竞争力就是企业资源整合、培养和分配的能力,它包括审视全局、审

时度势的判断力,敢于竞争、勇于尝试的创新力,不断进取、适应潮流的文化力,

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后劲力。竞争力是不随团队业务及市场形势改变的一系列

技能、团队内在素质、知识、文化的组合，借助该能力，使企业长期在市场化环

境中获得有利地位。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根据自身企业特点、性

质、经营理念固化、内化于企业自身的、不随个人意愿改变，支撑企业长久发展

的竞争优势。它能够促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长期取得主动。企业竞争力具有延展

性，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实力不是简单的存在于某一状态下，它会对未来

企业的潜力和前景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延展到未来某种企业经营状态，针对企

业未来推出的新型产品和即将上市的项目来说，企业竞争力具有延展性的特点。

企业竞争力具有实用性，为顾客带来最终的用户价值，不仅针对客户来说具有实

用性，对于企业的发展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和对比时，

企业的竞争力的重要地位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竞争力就是企业最大的代名

词。

企业竞争力具有独特性，任何企业的竞争力都会因其企业类型、企业规模、

经营理念、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市场环境等因素而不同，企业竞争力在短时间

内无法被复制，也正因为如此，企业才能够在市场中立足且长久保持下去。企业

竞争力具有综合性，它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其制度、人员素质、内化企业文化

和经营理念等搭配、综合起来的一种综合能力。任何试图完全抽离和复制是不可

能的。企业竞争力具有参考性，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可以表现出来企业的诸多信息

内容，通过这样的竞争力的强弱可以推断出企业的发展实力、发展优势等内容，

这些对于分析企业的整体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依据企业的竞争力可以判断

出企业的未来发展的大致方向和主要工作中心，为现在的工作提供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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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企业竞争力的识别方法

企业竞争力的识别要从识别企业的核心资源入手，从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和

内部经营状况等多方面识别，包括但不仅限于其核心价值及理念、高管团队人员，

核心产品及技术、经营理念、续航力、组织架构等。通过识别企业的竞争力，结

合企业的战略规划，微调企业的战略子系统，以使二者能互相匹配、协调。

2.1.3 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企业的经营理念、营销策略甚至产品均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但企业的竞争

力是推动企业长久经营下去的原动力，是短时间内无法模仿和复制的。企业的短

期经营策略属于企业的战术，而竞争力属于企业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只能决定短

期的盈利能力，战略上的胜出才是企业长久生存之本。

2.1.4 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分析

企业在发展之初，使得企业能够短期盈利且区别于同行的产品、服务、制度、

资源等均是企业立足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调查分析现有资源和竞争

力、外部环境等，从而确定其能够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充分应用、培养、

扩张，使得同行业企业在短期无法复制或超越。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建设阶段。为

企业带来持续的超额盈利绩效和各方面的持续、健康、科学发展是企业竞争力形

成机理分析的目的。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提炼使自身能够在同行业内、市

场上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从而影响行业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并将这些优势

内化为公司的制度体系、企业文化、自我完善机制、决策体制等不随个人意志改

变且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综合能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时机，企业也会持续不断

的重新识别企业竞争优势，新的构建循环开始。这是企业竞争力的成熟阶段。

简言之，在企业成立之初，企业拥有或创造的使企业能够盈利并正常运行下

去的差异性资源是企业的竞争力。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通过在市场环境下的成长

所培养出来的能够长久的获取资源、占有资源、培养新的资源、合理调配资源的

综合性能力和对市场的敏锐性、判断性、适应性是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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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竞争力分析的理论基础

2.2.1 波特竞争战略理论

1980 年，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出版了《竞

争战略》一书，从此竞争战略理论就逐渐发展起来了。竞争战略是指企业在总体

战略的制约下，指导和管理具体战略经营单位的计划和行动的战略。企业竞争战

略是通过分析客户、供应商、竞争者、替代品及新进入的潜在危险者与本企业的

关系，确定本企业的优势及不足，取长补短从而奠定本企业在同行业内的特定地

位并长久地维持这一地位的战略。

2.2.2 企业能力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是在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是基于能力评

价的企业竞争力理论，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新兴企业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分为资源学派和能力学派两大理论学派。其中能力学派中

核心能力理论代表了战略管理理论在九十年代的最新进展，它是由美国学者普拉

哈拉德和英国学者哈默于 1990 年首次提出的，尽管对于核心能力的界定有各种

不同的说法，但它们无一例外的都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是

在企业资源积累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企业特有的能力，是企业的最重要的战

略资产。

企业能力理论将对竞争力的主要研究方向从企业外转移到对企业自身资源

与能力的研究。其认为战略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最终体现，是企业最顶端的决定

力，它可以决定企业的战略方向和企业凝聚力。

2.3 竞争力分析工具

2.3.1 PEST 分析模型

PEST 分析模型是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分析的主要方法和工具，该宏观环境是

指一切影响企业的宏观因素，一般包括 Political（政治）、Economic（经济）、

Social（社会）和 Technological（技术）这四大类，取其各英文单词首字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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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PEST 分析模型。

2.3.2 波特五力分析模型

波特五力分析模型是企业外部微观环境分析的主要方法和工具，该分析模型

从五个方面囊括了大量不同的因素，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该行业基本的竞争态势还

可以用来分析企业在该行业的竞争位置。其主要包括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

买者的讲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挑战、行业内竞争对手的能

力等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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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内外部环境分析

3.1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基本概况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地处地形复杂的山西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从

南到北分布有运城、长治、临汾、太原、忻州、大同等盆地。风力资源的开发、

建设有限，随着国家去补贴、竞价上网、平价上网等政策的推行，中广核新能源

山西分公司逐步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在运风机的运维上。作为一个生产型企业，

主要是通过合理的检修运维保证机组能够以良好的状态发电.公司在信息化管理

系统及大数据积累等方面正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公司制度完善，从 2008 年便

开始了 ERP 建设，并拥有自己的 ERP 建设、维护团队。作为一家中央企业，为了

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从 2020 年开始将逐步减少社招人员比例，提升校招人员

比例。从薪资体系来讲，该企业员工薪酬在山西省同行业内属中等偏上水平，对

于人才引进和团队的稳定性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该公司从 2014 年 10 月该公司开

始成立集控中心，即将各场站的运行画面及运行数据全部接入集控中心，由集控

中心统一进行运行监盘，从此以后一线运维员工只负责检修工作及配合集控中心

进行设备操作，将运行的任务交由集控人员负责。

作为一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该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一次把事情做好，企业愿

景是成为清洁能源的杰出贡献者；人才理念是识才善用、畅享成长；发展理念是

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营理念是整合资源、合作共赢；基本原则是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追求卓越；制度思想是严谨有序、协同高效。

3.2 外在环境分析

3.2.1 基于 PEST 分析模型下的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环境

新能源企业在我国政策的引导下具备一定的发展优势。我国出台了诸多政

策，提倡全民环保出行，绿色出行，新能源的出现正符合了这一发展需求，新能

源的种类比较多，可供选择的内容也是充足的，国家从新能源发电发展之初就对

新能源进行了电价补贴，直到 2019年，风电、光伏技术趋于成熟、稳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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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始实行去补贴、电改等政策，一步步将新能源发电放入真正的市场化环境，

虽然新能源单兆瓦利润可能受市场化影响变小，但国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环保理念及 2021 年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使得在

发电领域国家进一步限制对环境有一定污染的火电机组投运，为新能源发电企业

空出一片天地。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已结合自身特点及所处地域环境，积极

探索新的能源种类，目前除风能外，该公司也投资建设了两个风光互补电站和四

个光伏电站。新能源的开发和运输过程比较复杂，工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满足

现代发展要求。

（2）经济环境

从 2018 年 5 月以来，竞价乃至平价上网使得以风力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发电

企业的“暴利”时代一去不复返，靠增加容量去增加利润、靠建设弥补运维上粗

放型经营带来的利润损失已经不太现实。

市场形势造成的风电机组品质下降，为发电企业后期运维埋下隐患，供求关

系决定了谁占市场主导，风电整机制造厂家已经过了群雄逐鹿的时代进入了稳定

的三足鼎立时期。随着电价去补贴、平价上网的压力，各发电企业都在抢容量，

都希望在政策稳定前完成建设及并网发电，造成整个风电市场风机供应商占主导

地位外加整个风电市场，业主对整机厂商的不断压价、其上游供应商由于原材料

涨价及环保政策等问题而造成的上游中间产品的不断涨价，将整机厂商的利润压

到很低，大量的订单加微薄的利润空间逼迫整机厂商不得不通过提高技术和降低

品质上来换取利益，为发电企业后期运维埋下了巨大隐患。

激增的运维成本将会吃掉发电企业巨大的利润，在保修期内，由于制造商承

担了与机组可靠性差或表现不佳相关的所有财务风险，业主基本上不受影响。但

随着 60GW 风电机组的使用年限达到 5年，以及质保到期，业主公司越来越容易

受到运维成本的影响。2019 年 7 月最新分析显示，中国主要风电企业的股价受

到运维成本意外飙升的冲击。根据 WoodMackenziePower&Renewable(WMPR)的分

析数据，运维成本的激增抑制了投资者的热情，导致龙源电力集团、华能新能源

和大唐集团等业主单位的股票今年第二季度下跌 12%至 28%，并且随着机组运行

年限的增长、设备部件的老化，运维成本将不断的攀升。

前期疯狂的建设使得省内电力消纳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限电的形势外加

售电侧改革使得发电企业不仅需要继续考虑降低度电成本的问题还需要考虑电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b7%e7%b5%e7%c6%f3%d2%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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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营销的问题。

（3）社会环境

目前新能源市场正在发挥着其巨大优势，借助互联网信息时代的优势开展相

关工作，进入数字化战略优化时代，新能源区别于传统能源，秉承着绿色环保的

理念，新能源则是采用新能源来面向大众，推出环保理念的观念。新能源应用是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和营销市场发展方向之一，新能源行业的存在就是通过有利的

大环境推动发展来得以实现，新能源产生出来的物质对于空气和环境不会产生严

重的影响，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企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了环保的概念，新能源

的出现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新能源正是符合

人们绿色需求的一种方式。绿色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使得新能源成为人们普遍

接受的能源之一。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新能源企业需求在不断的增加，

这样的大环境下，新能源企业的发展得到很大的帮助，有助于新能源公司的发展

优化。

（4）技术环境

随着新能源开采技术的不断更新，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在不断的研发和

应用新能源技术，新能源企业改革在不断深入，使得新能源的发展和应用逐渐成

熟化，新能源的兴起是市场创新探索的进步。目前国家大力推动绿色出行、绿色

生产，很多原有靠化石燃料做生产动力的重工业企业都在政策引导下逐步使用电

动力。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突破、空气动能和电暖供暖技术的不断突破，

人们的吃穿住用行对电力的依赖将越来越强，国内用电量将进一步提升，故从战

略投资上讲，继续新能源发电之路的投资与研发，从长远意义上讲依然是一条可

持续发展之路。目前，我国的部分新能源行业和企业发展逐渐成熟化，随着市场

经济的不断改革，我国的新能源企业数量也在逐渐增多，新能源产业规模在不断

增大。但新能源发电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风力发电在海上的应用、垃

圾发电等的应用还有待突破。

（5）总结

新能源企业的发展和兴起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从整体的大环境来看，中

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企业前景比较可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绿色

出行、环保和碳达峰、碳中和提倡的重点。但从短期的发展环境来看，海上风电

技术的未突破、竞价平价上网的利润剥夺、“抢装潮”带来的风电机组本身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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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品质下降、批量出质保风机带来的运维成本激增、疯狂的增容造成消纳问题引

起限电、国家售电侧改革倒逼新能源发电企业做好发电的同时必须做好售电业

务。这一个个的困难都是其发展道路上挑战。

3.2.2 基于波特五力分析模型下的行业环境分析

（1）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随着国家上网电价从竞价上网到平价上网的不断推进，国内各大发电企业均

抓紧了投资、建设进程，都希望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以保证并网

电价不受影响。国内整体对整机的需求量猛增，这使得原有的买方市场快速变为

卖方市场，上游供应产品的紧缺及对建设进程的迫切要求使得发电企业的议价能

力远远降低，来自整机厂商的压力不仅停留在建设期，更有甚者将此压力传递于

发电企业的在运场站。由于整机厂商拥有其强大的技术团队和卖方市场的地位优

势，对在运场站出质保、机组重大故障后是否为不可抗力等均有一定话语权，这

使得发电企业运维管理部门不仅得搞好自我机组的运维工作还必须拥有一定的

谈判、议价能力。

提高相关部门谈判、议价能力是抑制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的一种，与其他成

员公司合并采购，增大订单量以增加议价筹码也是其可行措施之一。

（2）购买者的讲价能力

电力作为一种无差异产品且在当今社会，电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市场现象，给

予购买者充分的讲价能力，售电公司及发电企业基本没有还价能力可言。好在目

前，在中国，电力刚刚进入市场化经济，山西省份属于售电侧改革试点省份，中

广核新能源山西公司可以借助此契机，充分获取、了解政策，通过营销手段优先

占领用户，做好后续服务工作，以保证用户不至于流失。电力的无差异化使得售

电行业必须不断优化自己的服务品质来提高自身的还价能力。

（3）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

由于新能源发电行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且一次性资金投资量比较大，而且目

前新能源发电处于稳定期，已经过了“大浪淘沙沉为金”的井喷时期，陆上优质

的风能资源除受环境、政策影响外的领域，均已被现有企业瓜分殆尽。很对轻资

产企业都已经开始做好转型的准备，故就新能源发电企业来讲，潜在竞争者进入

的威胁相对较小。但从售电方面讲，由于目前电力市场化交易处于试行阶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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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售电公司进入市场的门槛较低且审核不严，中小型私营售电公司由于其灵活性

及短期套利的经营理念使得其在现阶段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作为有发电背景的

售电企业，因其重资产组成及其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目前必须考虑其品牌信誉及

服务质量，在电力客户目前只看重价格不看重服务的今天，其市场竞争略显劣势，

但从长远角度而言，就电力营销持久战态势来看，只要做好售后服务将有能力战

胜潜在竞争者进入的威胁。

（4）替代品的挑战

未来科技发展，极有可能出现新能源的替代产品，这是对所有新能源行业的

威胁。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均是新能源发电的挑战者且这两种发电形式不仅

和清洁能源一样不污染环境而且能够主动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但就目前发展形

势来看，无论垃圾发电还是生物质发电都遇到其技术突破的强大障碍。即使是技

术突破后，首先被替代的也将是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火电机组，故作为新能源发

电企业目前还暂时不用考虑替代品的挑战。

（5）行业内竞争对手的能力

行业内目前不仅有五大发电集团、四小豪门等传统发电行业的存在，不少实

力派整机厂商也跻身新能源发电建设和投资中，由于原有利润空间较大，一些有

一定经济能力的私营企业也将目光转向新能源发电行业。

从近几年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讲，传统发电企业进入新能源发电行业，本身带

有其传统发电企业的传承，带入新能源很多优秀的制度及管理模式，但也正因为

如此，很多传统企业不能很好的接受和适应新能源发电与传统发电的不同，这些

企业从投资资本、运维管理等方面均是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

手。整机厂商由于其带技术进入且其作为风力发电机组的制造企业可以很好地把

控建设和运维成本。整机厂商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从软件开发、信息化系统应

用、运维的技术支撑及与上游公司的议价能力均是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不可

比拟的，但其对新能源单一能源——风能的依靠性太强且没有常年的场站运维经

验且其资本投入大比例在其主业——整机制造销售方面，故建设体量和运维体量

有限。部分非原有电力行业企业进入主要以分政策红利为主，目前在区域内对中

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未形成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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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外在环境综合评估

从全球大环境看，现在各国都开始重视节能环保，各国联合开展多次

节能环保国际会议。国内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

保理念。新能源发电作为清洁能源发电的主力军，从大的政策环境上讲，有可持

续发展下去的必要性。从行业整体发展来讲，很多新能源如氢、垃圾发电等均处

于技术研发瓶颈阶段，一时无法有重大突破，目前应用广泛的风力发电、光伏发

电技术相对成熟且为该公司主要发展方向，前景可观。从近几年的市场环境来看，

整个电力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大的改革，该次改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售电侧改革

的不断深化大大增加了购买者的议价能力。从国内对于新能源建设方面的相关政

策，竞价、平价上网的政策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新建、在建项目的利润而且使整个

市场倒向卖方市场，对于发电企业来讲还价能力直线下降。从竞争对手和潜在竞

争对手进入方面讲，由于风电行业刚刚由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

段，竞争对手相对稳定，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威胁不是主要威胁。

3.3 内在环境分析

3.3.1 企业文化分析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企业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思

想信念的总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很

多知名企业其令人注目的业绩、服务理念、创新能力等均根植于其优秀而独特的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的内在动力。

中广核新能源自 2007 年起，十余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

逐步实现在内“集团第二支柱产业和主力军”、在外争创“区域顶尖、行业领先、

世界一流”的品牌形象和企业价值，未来“十四五”期间又将在优化集团产业结

构和价值产出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更好争创“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建

设优秀的中广核新能源企业文化正当其时。

中广核新能源企业文化体系共 3 大层面，分别为精神层、行为层、形象层，

层级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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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广核新能源企业文化体系

山西分公司将企业文化植入人心、应用于行，从内在的精神方面到外在的企

业形象使得团队内部和谐团结、行为规范统一。

作为电力行业从业者，中广核人“诚信透明、专业规范、有效执行、团队协

作”的行为规范，使得在从事工作中问题可以被充分的暴露和及时的解决，规范

良好的执行力是同行业其他企业所不可比拟的。管理人员“率先垂范、善于经营、

关爱员工、公正廉洁”的行为准则打破了一般国有企业上下层级过于严明造成的

上下沟通不畅造成的经营问题。

“一次把事情做好”的核心价值观是指为实现使命和愿景，落实“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基本原则，指导全体员工在工作执行中应遵循的标准和

准则。该核心价值观使得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在面对困难时没有退缩、没有

反复，节约了很多人力、财力资本。

“成为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发电商和服务商”是该公司的企业愿景，但在实

际工作中却只偏向于“发电商”的发展，忽略了向“服务商”的发展，致使其在

售电业务过程中未能抢占先机。

3.3.2 人力资源近况

首先本企业将公司人员分为技术性人才（简称“T”序列人才）和管理型人

才（简称“M”序列人才）两种，T 序列员工实行“同工不同酬”的薪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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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同一个岗位，但由于每个人的技术能力的不同薪资不同，每年通过技能鉴

定考试来定岗级定薪资，这样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学习和工作热情，而且这样的梯

形技术队伍不会因为大量的新员工涌进造成技术能力断层。T序列人才在达到一

定的技能等级后可以根据个人意愿经过系统培训和考核进入 M序列。这种能本管

理手段不仅节约了公司的人力成本而且清晰的职业规划也给员工带来了工作和

学习的动力、使人力资源部门对公司人员变动调配也变得轻松了很多。技术序列

员工的基本工资基本相同，但岗位工资根据每个人的技能等级不同岗位工资不

同。公司还实行了薪酬保密制度，使得员工进行自我比较、自我激励，不会因与

同事的攀比或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影响工作。

其次信息化办公软件的完善和成熟，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还降低了人

力资源的补充，相应的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部门将这部分费用用于员

工的福利计划，使公司提前两年实施了“六险两金”（即除了传统的“五险一金”

外增加了特需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再次公司每季度进行员工

的绩效面谈，时时把握员工思想动态、时时倾听一线员工的心声，通过汇总、分

析员工的思想来辅助管理决策的制定，但随着岗位工资差距的加大、六险二金的

不断补充，从员工总体薪资来讲，绩效工资所占的比例也就不到 10%，这样失去

了公司规范和指导员工行为的意图。最后公司把培训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企业人

力资源优化、统一企业步调的重中之重，公司上级公司（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成立了“新能源学院”，主要对新入职员工、岗位调整授权、在职人

员技能提升等三方面进行培训。新能源学院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受总经理部直接

管辖，文章提到的技能鉴定就是由该部门进行。由于该部门与其他部门没有业务

和利益关系，所以用该部门作为技能鉴定部门很合理。学院也是公司政策、制度、

文化传播的媒介，每次参加培训的人员都是一粒粒种子，这样可以保证公司无论

发展多大、多快，都能保证与集团公司的步调一致。所以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薪

资待遇和晋升通道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为人才引进提供了通畅的道路。紧跟政策，

不断的资源开发、规模扩大使得企业利润稳步增长，随着平价上网、竞价上网政

策的渐行渐近，公司紧抓契机，在政策落地之前加大资源开发力度，扩大容量，

保证电价以保证企业后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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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经营近况分析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目前正式员工总计 365 人，单人年盈利额超百万。

单兆瓦人力资源投入之低、单人创利之高名列同行业前列。目前的主要精力依然

在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受政策影响，该公司已放慢了开发建设脚步，慢慢将重

点放在后运维市场。随着出质保风电机组的增多，由于长时间将工作重心放在开

发、项目建设等方面，在后运维能力的定位还缺乏突破加之疫情的影响，故 2020

年经营效益有所降低。

3.3.4 内在环境综合评估

国内著名学者周开群、李学明等在提出对竞争力的认识时，都提到其核心价

值观、企业文化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短期内不易被模仿和超越也符合

其竞争力的特点。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的企业文化符合该行业当前时代的趋

势需求，该公司又能将该企业文化口口相传，深入人心，是其不可或缺的竞争力，

但在应用和执行过程中的偏颇所造成的后果从反面印证了其企业文化的正向引

导价值。

马斯洛需要理论指出人类从低到高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

要、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从薪酬体系及企

业文化角度不仅可以基本满足员工生理、安全的需求，也为其社交、被尊重和自

我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潜能。但因

其在战略决策上没有更好地与其“创新进取”的基本价值取向向一致，导致其发

展进入瓶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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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竞争力现状及问题分析

4.1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竞争力优势分析

4.1.1 信息化系统应用带来的人力成本节约

中广核集团 ERP 项目部 2008 年将风电列入集团 ERP 项目二期实施单位，要

求财务、投资管控范围实施风电 ERP，并要求 6月底前启动风电 BPR 业务流程梳

理工作。2009 年 3 月 18 日，集团 ERP 项目部与风电公司信息归口部门在风电三

层会议室就 ERP 实施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确定风电公司实施范围为人资（Ue-HR）、

财务(FI/CO)、物料管理（MM），并确认风电总部及下属一家成员公司试点实施。

从 2009 年至今，经过十几年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不断改进、完善和功能增加、与

实际工作不断的匹配，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通过 ERP 信息管理系统的深度

应用，目前山西分公司由原来 12 名财务人员减少到 6 名财务人员，来负责整个

分公司 62 个亿的资产财务管理；由 5名合同管理人员负责每年 320 多个合同的

签订及管理；由 1名专职人员负责物料及备品备件管理。

集控中心的成立及不断完善，使一线员工从设备监盘中解脱出来。原由的运

维模式下，一个场站一天需要有 3 名人员进行 24 小时轮班，16 个场站需要 48

名运维值班人员进行运行监盘。集控中心目前的运行情况是 15 名集控人员承担

了 16 个场站的监控运行，节约了 33 名运行人员的人力资源成本。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现有 16 个场站，总容量超 130 万千瓦，但其在场

运维人员仅有 169 人，单人创造年利润在山西省内各新能源发电企业中连年跃居

前三。

4.1.2 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为员工激励、团队稳定、人才引进等提供了优良的

渠道，作为一家发电型企业，行业发展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且业务比较单一，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相对不是很复杂，就绩效管理和薪酬体系方面，公司薪酬主要分

为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三大部分。公司从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都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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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晋升渠道，一定程度下有利于人才引进和激发员工的上进心和工作的积极

性。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自 2017 年从华北分公司独立以来，从未有过正式

员工主动离职的情况，由于其发展迅速，每年有很多整机厂商员工、其他发电企

业员工跳槽中广核，其中不乏知名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正式员工。

4.1.3 企业文化带来良好的企业效益

作为一个发电型企业，人身与设备安全是第一位的。该公司作为中广核集团

下属三级企业，在企业文化上传承了核电文化及核安全文化。时时、事事将安全

放到第一位，自公司成立以来，未发生一起员工工伤事故。安全第一的企业文化

已成为该公司的企业文化品牌，为该企业在业界和当地赢来不少赞誉。

该企业诚信透明的行为准则使问题可以被充分的暴露和及时的解决，通过问

题的暴露、解决、经验反馈等的闭环管理，使的公司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这样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使得起步较晚的中广核新能源山西

分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在山西区域内装机容量及人均利润名列区域内前茅。

4.1.4 学习型组织提升公司软实力

该企业员工平均年龄为 31 岁左右，80%以上的员工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是一

支年轻、有活力、有朝气、有创新思维的团队。该团队有 45%的员工为校招新员

工入职，初期步入社会就接受该公司的企业文化熏陶，有一定的可塑性。该公司

实行的准军事化管理大大提升了该公司的执行力和标准化作业的意识。

公司注重培训、学习，将培训学习分为 ABC 三级，A级由总公司计划执行、

B级由分公司计划执行、C级由场站自行制定计划执行。公司对每级培训均有响

应的考核和激励。“周周练、月月考、年年比”已成为该公司的学习常态。这样

的团队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企业需求奠定了基础。

4.2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竞争力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从目前来讲，该公司在竞争力方面仍然拥有明显优势，但随着国家政

策的改变、市场环境的改变、竞争者实力的变化外加其自身竞争力的缺失及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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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竞争力方面仍然有很多需要提升的方面。本节通过调查分析法、比较分析

法调查近年来风电行业中进步突出的“黑马”企业，与该公司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得出其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4.2.1 企业文化内化不足且缺少重要因子

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49 年 9 月，经过岁月的磨练和洗礼，总结了

很多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最后沉淀为中广核的企业文化。中广核新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由于其为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中广

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作为其三级子公司，其企业文化基本传承中广核集团有限公

司的企业文化。

就企业文化的应用方面，其诚信透明的行为准则使得公司在大是大非的问题

上很少走弯路。一次把事情做好的核心价值观避免了很多事情的反复。但核电运

营与新能源运维虽同属于发电行业但其运营模式和侧重点有着天壤之别，一味的

“拿来主义”，缺乏对其内涵的理解，不仅造成企业员工的不理解，很多时候也

会出现东施效颦的情况。

对于中广核集团公司来件，由于其主要经营范围为核发电，核安全大于一切

的企业安全文化深入人心，安全第一在其每一个部门、每一名员工身上都体现的

十分明显。员工的每一个操作都有可能造成一次空前的社会事件，故“一次把事

情做好”也同样入脑入心。就核电来讲，无论在安全上投入多少都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其一场事故造成的危害可能是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一场灾难，故核安全

文化在核电站来讲无疑是企业文化的奠基石。可对于新能源板块来讲，如果照搬

使用，由于其事故导致的后果及影响较小，过分的安全投入不仅影响企业的经济

性指标而且也不被大多数员工所理解。

对于核电板块来讲，保守决策也是无可厚非的。由于核电运营涉及核安全，

其注重规范、重视流程，要求所有人口令统一、步调一致，容不得半点创新。在

决策层做决策时保守决策可以规避很多大小风险，但对于新能源板块来讲，由于

其技术还在发展阶段且外部政策、环境、形势时时变化，如果因循守旧则往往会

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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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信息化应用过于浅薄

（1）信息化办公系统应用单一、数据不共享，未能形成有效合力

公司从成立之初就不断建设、完善 ERP 系统，目前财务管理、备品备件管理、

商务采购管理、生产运维管理在 ERP 系统中的应用已相当成熟，积累了很多宝贵

的数据。但该公司一直将 ERP 系统作为去纸质化和解放人力的一个应用工具，未

将 ERP 系统中各管理子系统进行有效兼容及跨接，成为一个个的信息孤岛，也未

将各子系统中积累的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并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未形成合力为深

度管理提供有力证据。

然而近几年，更多的企业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自己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且结合

大数据分析将该系统应用的淋漓尽致。很多以信息化、软件开发为其竞争力的整

机厂商已经将信息化的手段充分的应用在人员管理、数据分析、设备预防性检修

等多个方面。而处于发展期的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由于前几年将战略中心放

在抢占市场方面，信息化推进进程缓慢，目前已在同行业中不占主要优势。相反，

作为远景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以信息化、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研究为其竞争

力，通过信息化系统中同一类故障的处理工时分析，核算该类故障平均处理工时

并合理压缩，以此为依据制定奖惩制度，倒逼员工提高自身的运维能力。打通运

维检修模块与备品备件模块、财务模块、合同商务模块的壁垒，通过对所有场站

综合数据的分析对某一电气元件生命周期进行预测，以做好预防性的检修或更

换，大大降低了运维财务成本、人工成本，提高了风力发电机组的可靠性。通过

大数据的统计分析结论，做到科学合理的去库存，降低了备品备件的库存成本。

将每个风电场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由公司统一预测并采购，使用集采的方式大

大提高了公司与上游公司的议价资本。

（2）风电机组传感器数据未有效利用

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作为大型自动化发电设备的风电机组为其能够更加

安全稳定运行，在其重要的元部件中都内置了很多温度、电气量、振动等传感器。

大量的传感器传给 SCADA 系统大量的数据。远景能源公司在根据对其大量数据的

综合判断从而对风电机组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维护和预更换，真正做到了“预防性

维修”。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作为数据的应用方却只停留在让传感器报出不

合理数值警告的简单应用层面，对信息化应用管理手段的战略定位使得其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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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大数据应用方面实际处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尴尬局面。

4.2.3 自主运维水平有待提高

由于前些年政策倾斜，风力发电机组整机厂家纷纷从供应商真正成为业主的

竞争对手，整机厂家的竞争力在于其对机组的熟悉程度并掌握着其核心技术及机

组数据，可保证机组更加经济、安全、稳定运行。批量机组出质保不仅使发电企

业的运维成本激增，也是对发电企业运维能力的极大考验。在 5年的质保期内，

由于公司体制及关注度问题，运维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造成可能存在于质保期内

的重大隐患等问题没有及时发觉，遗留到质保期外。运维成本的上升、运维技术

的不成熟，对后运维市场关注度不够，造成其在运风机运行效率低下、运维时间

增长、运维成本不断增加。

该公司运维检修员工 169 人，平均年龄 29 岁，学历水平均在大专及以上，

是一支年轻的学习型队伍。但由于该公司在风电行业起步比较晚、发展快，使用

的发电机组比较稳定，有百分之八十的机组在质保期内，由整机厂商运维，运维

团队多负责管理、沟通以及检修协助工作，未真正从事检修具体工作。由于领导

从战略角度就机组后运维市场是自我运维还是外包第三方未做出决策，故人力资

源从人员配置方面无法按照自我运维的人数配比，导致出质保场站出现人力资源

短缺所造成的各种隐患。该公司对检修员工的培养目标为“培养一专多能的十字

形人才”，但从实际效果来讲，大多数员工本身专业能力欠缺严重。该公司在运

维能力培养上虽然投入很多精力，但纯粹的集中式理论知识学习以及现场零散工

作的干扰，使得理论知识没有机会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形不成生产力。

而与其明显不同的是既作为整机厂商又有自建风场运维的金风科技，其在人

才培养、运维团队建设方面，在国内同行业属翘楚。其将场站的综管、合同、后

勤等部分全部放在分公司层面，运检人员只负责运检相关工作，人员分工明确，

给予员工在自己岗位上有一技之长的机会，从精力上给予员工充分发展的空间。

该企业将运检人员的培训融入员工检修实践工作中，不搞集中式的培训，每周或

每月针对本周或本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检修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培训， 让员

工在实践中成长、在问题中进步，无形中增加了员工的成就感和学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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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电力营销决策、手段过于保守

电力营销是从国家开展售电侧改革后兴起，该公司做为山西省第二批批准的

电力营销公司，属于起步较早的电力营销公司，但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该公司

电力营销部业绩在稳步上升，与本省内售电业务呈指数倍上升的趋势不符，就人

员配置上，电力营销部只有 5名成员，一名经理、一名数据分析员、一名操盘员、

两名营销人员，从人员配置上严重不足且从该部门所授权的权利上也很受限制。

华润电力在山西省电力营销方面连续两年取得突破。该公司电力营销部有

25 名成员，一名经理、五名数据分析员、两名操盘手、两名售后服务人员、十

五名营销人员。该公司采用线上网络营销加线下地推形式，线上与百度、腾讯等

知名网站平台合作，诚招代理商为其进行电力营销；线下发动区域内所属风电场

全体员工与地方企业、政府等资源开展线下地推。将宣传、技术服务、售后服务

全链条优化，2019 年盈利额超中广核山西分公司 60 倍，从职能上不仅盈利在同

行业属翘楚，作为发电企业附属部门也解决了发电企业电力消纳问题，可谓一举

两得。

两者相较，虽然同属于国企，起步相同但由于其组织架构配置不一、营销策

略不一、对新兴事物的认知不一、决策手段等的不同，造成两者的发展有明显的

不同。从整个电力营销业务上讲，2017 年国家开始售电侧改革，新能源山西分

公司就抓住了先机成立了电力营销部，但由于其在决策上的犹豫和保守，错失了

很多政策红利。

4.2.5 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

质保期后，是自我运维还是运维外包，目前该公司从战略上还没有确定。自

我运维是承担着一定的运维风险，但从长远意义看，可以大大的节约成本、锻炼

队伍。运维外包责将风险转嫁给外包第三方，但从长远意义讲，从技术上就完全

丢失了竞争能力。

从工程建设方面讲，该公司拥有一支工程建设“铁军”，主要从事工程协调、

管理方面的工作，以“建设速度快、建设成本低、安全系数高”著称。但随着国

家政策影响，山西省电力消纳饱和、电价持续走低，通过扩大建设容量来换取长

期收益已经很不现实，所以该项竞争力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已经没有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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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急待转型。如何转型、向什么方向转型，该公司在战略上均没有明确的战略

部署。

企业从战略上未重视对基层管理者的选拔、培养，这是造成企业基层管理者

良莠不齐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管理工作进行不顺利的主要因素。由于其基层管

理者大多为技术骨干转型而来，大多没有管理经验和管理的相关理论支撑，故其

基层管理者管理能力薄弱。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管理环节中，管理制度的建

设不够完善，制度的不完善就会导致工作人员工作存在误差，工作制度和工作流

程的局限性是导致管理工作缺乏完整性的主要原因。管理模式单一，中广核新能

源山西分公司管理的模式缺乏创新性，目前管理工作是单一的工作形式，没有多

元化的促进形式，缺乏探索创新的思维，缺乏现代化信息技术平台的推进作用，

导致管理工作滞后，管理水平停留不前，影响管理进度的加快和管理内容的深入。

经过对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调查可以发现，山西分公司的管理职位划分

不是很合理，对于工作人员负责的工作内容和任务分配的不够平均，导致部分工

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大，尤其是战略管理的工作分配上，管理工作应该是属于每一

个人的工作任务，无论是管理岗位还是普通职工岗位级别，对于企业的战略规划

问题都应该时刻注意，而不是单一的负责结构，这样的职能划分影响工作。管理

职能划分不合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管理人员对于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掌握

不够全面造成的，影响了最后的划分结果。企业管理职能划分与实际工作脱节，

就会出现一些弊端，无法依据正确的制度结构进行，企业管理职能结构存在漏洞

且不完善、企业管理职能适用范围不全面、企业管理职能制定缺乏实际意义、企

业管理职能具有单一性、企业管理职能的约束力度不够、企业管理职能流程存在

脱离实际工作的现象。企业管理职能划分是体现企业正规程度、人员工作效率、

公司综合实力的一种客观标准。对公司的管理职能结构的划分情况进行分析，主

要对当前的职能模式和职能结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其管理职能划分存在不合理

的问题，企业管理职能划分存在缺乏合理性、缺乏实际意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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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竞争力提升措施建议

5.1 增加重要文化因子、内化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内员工共同价值观的体现、是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其必须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而不断固化，如果一味的照搬照套，不结合实际情况则可

能会对企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的企业文化在传承核电

板块的企业文化外应该针对新能源的行业特征进行些许的改变。

5.1.1 识别适合企业发展的文化、增加重要文化因子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的企业文化是照搬核电板块的企业文化。核安全不

仅涉及一省、一国的安危甚至对整个地球、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其涉及方面多、涉及面积广，故对其安全的投入无论多么苛刻都不为过。所

以严格的按照程序办事、一次把事情做好、保守决策等在核电板块来讲，无疑是

正确的。

但对于新能源板块来讲，一台风电机组甚至一个场站的停运或者事故对社

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影响基本属于微乎其微。由于新能源行业还在不断的技术

更新迭代时期且售电还处于深化改革阶段，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没有成熟的程

序，如果事事都按照程序办事，由于程序的不成熟可能造成按程序办事不一定正

确且由于保守决策可能造成事事落后且缺少创新和探索新模式的勇气。故针对新

能源的特点应在集团企业文化的背景下，根据行业特点、企业发展特点及自身环

境，识别适合该企业的企业文化因子并增加“勇于尝试、敢于决策、积极探索”

等重要的文化因子。

5.1.2 了解企业历史、内化企业文化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企业文化的最终形态一定是以

相当凝练的词句汇成。首先每个人对词句本身的含义理解就会有所不同，其次如

果不去深究其内涵及背后的故事，只停留在表层含义，对员工内化企业文化也是

一个很大的障碍，最后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作为一个发展性企业因其发展速度过

快、不断的新员工的冲击特别是为了发展的需求，大量社招新员工的补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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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文化氛围的稀释、对企业文化内在含义理解的偏差，精神层面的偏差直接

导致其行为活动的偏差，其外在表现之和则为企业形象。也只有真正理解了企业

文化，在执行过程中才不会过于偏执或不足。

目前该公司印有文化体系手册、文化共识手册等均是以文字的形式去解释该

企业文化的内涵，其效果也只能让员工更加深刻的理解该企业文化的外在含义。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其企业文化都是从该企业很多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中得出来

的实践性很强的道理，该公司更是拥有其集团公司做支撑，更应该以“讲好广核

人的故事”、寻根文化、轮岗实习等活动，了解中广核企业文化的来源，使员工

将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真正形成该企业的竞争力。

5.1.3 应用制度深化企业文化

经过多年的淬炼，该公司已形成以使命、愿景、价值观、行为规范、品牌口

号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但该企业在制度制定中很少考虑企业文化的成分，企业文

化的传承主要靠“传帮带”、“老带新”以及企业环境的影响，殊不知，目前场

站两年以上老员工占场站人员的30%且社招新员工可能对原企业的一些企业文化

比较认可，接受、吸收、内化该企业文化相对较慢。将企业文化内化于制度，在

教授、感染的同时以制度的形式外化企业文化，内外兼修、德行一致才能使企业

文化真正发挥其价值，真正成为其竞争力之一。图 5.1 为中广核新能源企业文化

体系架构。

图 5.1 中广核新能源企业文化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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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快大数据分析团队建设及信息化深化应用

5.2.1 加快大数据分析团队建设

建立完善大数据分析团队，尽快在大数据分析领域建立自己的分析团队，风

力发电机组是高度机械化的设备，目前机组上安装有大量的传感器，一直在物联

网领域探索，在大数据分析的路上，虽然整机厂家已先行一步，但发电企业掌握

着机组运行的一手资料且各发电企业均成立自己的集控中心，在竞争日趋激烈的

今天，质保后运维过程中发电企业是否会与整机厂家共享数据依然是个未知数。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风电机组预防性维护策略，预防性检修是每一个风电技术人员

一直追求的目标，所谓预防性检修就是在机组还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通过技术

手段去判断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或者必然会出现的故障，从而在其故障发生

之前就进行维护工作，从而避免其故障的产生。加强加快信息化建设主要可以通

过选拔信息专业管理的专业性人才、加强对信息建设环境的完善、加强信息技术

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企业多引进成功的管理机制来完善企业的发展问题。

相比之下，远景能源可能更值得学习，该公司做为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厂家，

其在制造初期就为万物物联做好了准备，其产品内置 600 多个传感器加之其能源

物联操作系统的开发实现风机发电性能与关键部件亚健康告警。高效识别叶片、

传动链、变桨、偏航、力矩控制五大系统关键设备的亚健康状态，为风机预防性

维护、检修提供可能。简单的来讲，公司通过机组传感器回传的机组部件的转速、

位置、温度、振动频率、发电功率等数据的对比分析就能判断出异常机组，通过

进一步分析从而判断机组亚健康状态。其对数据应用的前瞻性、数据价值的认可

和应用就是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所不能相比较的。

远景能源在大数据应用的前提下，公司正一步一步向这个目标迈进。该公司

通过试验测算出其电气部件动作次数、机械部件疲劳损坏时间等，通过机组数据

回传来判别其何时该更换或者技改，从而降低机组故障率和电量损失。该公司通

过数据建模，为业主提供最优前期规划，风力发电行业已经经历了 10 年的井喷

期，国内内陆优质风能资源已经被各公司抢占的所剩无几。低风速机组的研发已

成为当今风电机组制造厂家研究的重点，机组的排布、选型、地理位置的科学合

理选择，也成为业主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司基于前期测风塔回传数据、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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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回传的数据及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建立模型，通过测算算出该区域

应该在哪里安装机组、安装多少台，安装多大容量的机组等问题。该公司是国内

第一家提出“混排机组”概念的公司，即满足不同区域不同微气候下的机组个性

化需求，而不再盲目的进行无差异化的生产。要研究大数据，从大数据中得出结

论甚至开发出新的软件及产品，数据积累无疑是大数据分析应用的第一步也是重

中之重的一步。风电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风电业主、制造厂家、器件供应商等

各自有各自的数据，各自有各自的技术壁垒，而这些为大数据积累、分析、应用

等造成了极大地阻碍。公司作为一家以信息技术和软件开发起家的公司，其研发

设计的风电机组与其他家不同，其一台风电机组上有 600 多个传感器，而其它风

电厂家的机组上仅有几十个传感器，每台机组的这 600 多个传感器数据实时传输

到服务器，通过服务器传输到云端，这样积累了公司所有机组的运行数据。而且

通过其为业主方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集控中心建设（即将业主某个区域的机

组信息全部接入业主固定地方进行集中监控）不仅从中获利而且也获得了海量数

据来源。在为业主进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达成数据共享的目的，也为公司后期数

据分析做了数据积累。有很多风机制造厂家开始实行“集控”的概念，但因其设

计的兼容性差，造成数据积累仅停留在自家制造的风机数据积累，而且因为机组

在设计初期没有引入“大数据”概念，所以其可获得的数据也及其有限。公司管

理当中应用了很多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但不仅限于 EAM 系统、SAP 系统等并由自

己的技术团队进行了改造。公司的信息管理系统都可以相互兼容，这也为后期数

据积累、分析、应用奠定了基础。

未来数据库技术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前景，数据时代发展逐渐成熟起来，

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推进，本公司的信息化管理也将迎来不同程度的发展。信息

与数据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基础之一，也是企业正确发展依据的条件。企业管理依

据现代企业化管理进行，就需要依据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未来大数据时代

将更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将企业的一切信息通过系统储存起来，

随用随取，方便企业管理，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也应该紧跟其后，不仅在信

息化系统中加大投入力度更应该在信息化队伍建设、大数据分析队伍建设、数据

价值理念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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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加快信息化深化应用

目前，远景能源人员及工作的合理化配置以为该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该

公司的人员配置不同于国内任何一家风电企业。它在丹麦、美国、德国、新加坡

等国家设立了九大全球技术创新中心。有逾 1700 名可再生能源专业人才，国际

员工占 20%，硕士和博士超过 70%，研发及技术人员达 70%以上。公司的日常工

作及风电机组运维交由其庞大的劳务派遣公司群。所以每个风场配置几名人员及

每个风场外包第三方人员如何管理成为公司一个相当头疼的事情。公司通过大数

据分析，从其使用的 EAM 系统中导出每个风场工单情况，将每个风场前几年数据

进行积累建模和运算，计算出一个在运风场根据容量的合理化人员配置。在改良

后的 EAM 系统中，管理者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风场人员数量和人员工作年限配

置、人员闲置情况、每项工作的工时、物料使用及废旧物料退货情况，在该系统

里 RCC 部门（全球集中监控）还可以直接给风场级下派 EN（技改）项。公司管

理的现场，基本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管理，每个省份远景能源只有三到五名正式员

工在管理着三四十个风场的四五百名劳务派遣员工。而这三到五名正式员工只负

责该区域突发事件的处理及与业主、供应商的沟通问题。大部分管理的问题基本

都交由系统去管理。

现今所有技术创新发展已经远远大于人类意识的增长，特别是人工智能、

5G/6G、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长此以往，管理和人的意识会大大落后于技术的

高速发展。不去注意管理改进，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危机。把视线聚焦到一个企业

当中，企业在高速扩张、技术进步，但如果管理意识不进步，企业就会走向没落。

世界在发生巨变，未来人机共存的时代是可能产生的。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物联网技术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几何级速度的技术发展，将会对整个人类

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改变，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拥有众多的信息化管理系

统，但其只考虑到用其解放双手、减少沟通成本但从未考虑过应用系统去解放管

理或者为管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远景新能源已经走在其前列，但该公司与其

的差距仅在管理模式与管理机制，相信其痛下决心，一定会收获众多。

无论是设备的运维还是电力营销服务，在当今的社会都需要大数据的支持，

目前该公司有十多年的运行数据但也仅仅是数据，没有形成资产并创造其应有的

价值，建议该公司迅速组建自己的数据整理分析部门，为预防性检修、备品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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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库存、预防性消缺技改以及后期的售电、电力现货交易等提供合理的参考、科

学的判断。

5.3 提升电力营销能力

5.3.1 完善营销体制建设

完善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的营销体制建设、策略优化方案等。第一步就

是完善新能源电力产品体系，电力作为一种特殊化的产品不仅在于其看不见、摸

不着也在于其无差异性，这对电力营销来讲提出了新的挑战。完善营销体制建设

包括对于渠道的开拓、渠道策略优化等，目前电力营销主要靠地推的形式，在电

力市场还没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该公司应提早寻求新的营销模式，启动全员营

销的策略和通过网络营销和开展网上交易的方式。由于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

所属风电场遍布山西省的各个地市且有良好的地方口碑和地方关系，可以将每一

个生产单元均变为其销售单元，这样可以迅速展开销售工作，另外可以借助电厂

的品牌效应促进电力营销。另外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网上电力营销平台，该公

司应着手搭建用户与该售电公司的网络交易沟通服务平台，搭建购售电的淘宝平

台。

5.3.2 完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面对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时，不能快速做出有效反应从而使得企业一败涂地

的例子比比皆是，也包括一些曾经非常辉煌的企业在内。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

司目前正处于经营环境巨大变化之中，其需尽快建立面对变化快速的市场环境准

确地作出反应的能力，建立企业对商业环境正确的分析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企

业才能快速行动起来来调整企业体制与文化，在维持原有竞争力的同时，持续地

获得新的竞争力。而对市场环境的高度灵敏性需要完善的客户管理系统、拥有充

分、全面的客户资料，建立客户的信息大数据平台。

在当今社会，客户需求是企业发展的目标，客户数据资源是了解客户需求的

重要资源，资源就是企业的竞争力，是用来支撑企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培养竞争

力离不开对资源的应用。企业唯有了解客户的需求，满足客户的需求，资源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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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能够满足客户深层次的需求这是培养竞争力的关键。要培养竞争力，

首先要对企业将来的关键资源有一种识别能力;其次是要学会站在客户的角度思

考问题，用企业的资源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构建起竞争力，

也只有具备这种能力企业才能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竞争力之

所以具有推动企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因为竞争力就是将有限的资源按照

客户需求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当然，并不是所有松散的资源都可以成为竞争力，

竞争力只是提供选择资源的标准。作为企业负责人，一定要了解这一点。企业不

仅要储备资源、抢占资源，而且要具备培养资源、创造新资源、科学合理配置资

源的能力，这就是战略管理的本质。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在售电业务上既是发电企业又是售电公司，既有

输变电的运维能力又有客户的用电信息。在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下完全可以

根据了解客户的用电性质、需求定制个性化的电力服务，这是任何一家单独的发

电企业或者售电公司所无法单独完成的售电服务。

5.3.3 建立互联网营销系统

企业的营销模式需要进行创新，不要盲目学习其他行业的模式，要根据自己

行业的特点进行模式调整、制定和创新。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过程中应

用网络系统并非是照搬拿来应用那么简单，要根据本公司的服务类型、服务对象

和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营销经验，创新符合自己行业的营销模式，灵活运

用网络营销的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创建完整的网络销售产业链，完善现有的

网络营销模式，学习成功销售的经验，丰富网络营销在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

销售环节的应用。积极学习，引进网络营销的专业人才，培养销售人员的专业知

识，通过销售专业人员的指导创建适合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产品的营销模式

和营销手段，将网络营销成熟化，将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完整化。大力

应用网络营销的前提是公司积极接纳网络营销模式，重视电子交易方式，无论公

司的领导，还是公司销售的每一位员工，都要从基础出发，接纳网络营销这种新

型交易，需要每一个人重视这种销售方式，从而共同发展，互补营销，提高中广

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的收益。在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的过程中，销

售各个环节的人员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确保交易环境的安全，是进行交易的重

要前提。安全的环境可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增强营销安全意识可以提高营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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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网络营销在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过程中要十分注意这一点。网络营

销作为我国新发展起来的交易方式，对安全性的要求是极高的，主要就是互联网

的安全环境，互联网具有信息海量、信息共享、信息互动等特点，所以它具有不

可控特性，在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同时要时刻注意环境安全问题，避免交易双

方造成利益损失的问题出现。目前在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行业，网络营

销交易的环境缺少保障，由于不够重视，导致电子交易的过程安全性低，这个问

题是必须解决而且需要重视的内容，交易进行的目的是为了卖家和买家各取所

需，如果交易的安全出了问题，就会对双方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那么这样的交

易方式是不被人们所接受的。网络营销在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中的应用

还要注重售后服务，售后工作人员要及时接收到顾客的反馈消息，定期进行回访，

及时解决顾客的售后问题，由于网络营销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进行交易的，所以

售后服务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这样才能促进与消费者之间的亲密联系，有助于

电子交易在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销售行业的广泛应用。

5.3.4 差异化竞争与低成本竞争策略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在保持目前的优势外，要进行战略步骤第一步“产

品差别化”，由于电力商品的无差异性，故对于电力用户服务一定要区别于其他

竞争对手，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位置，基于自身品牌影响力的

巨大优势，针对客户的需求和要求，改进企业的服务内容，加入一些符合客户要

求的有效建议，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好评是产品销售的主要目标，时刻考虑到消

费者的感受、注意到使用体验。如在降低电价的同时应做好电力用户的用电负荷

曲线的分析，为用户提供可行性的生产方案以达到为用户节约电量的目的，从技

术上通过安装节能设备和电量检测设备来检测耗电设备运行状态和节约用电量。

从低成本竞争策略来讲，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面临竞争对手的挑战，只有从

提高机组的利用率、降低故障损失率、提高预防性检修的质量等方面进一步降低

度电成本来提高售电过程中的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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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升战略管理能力

5.4.1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好战略转型定位

随着国家售电侧深化改革，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发电企业的地位甚至身份，

原先的发电企业属于传统的生产企业，主要任务是发电能力最大化、度电成本最

小化，但随着电作为一种特殊化的商品，在电力供过于求的当下，山西省又属于

供电大省、外送性省份，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应尽快转变思想，由原有传统

的生产企业转变为生产销售服务型企业，但作为重资产企业，该公司定位应将电

力营销服务作为发电的有力支持性产业。随着国家政策、电改进程、电力市场环

境的变化去不断地做战略微调甚至战略转型，在集团公司、总公司大的战略方针

下，要走出山西分公司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

5.4.2 重视人力资本及其他无形资产的应用

作为传统的生产性企业，员工技能水平的提高，从后运维市场上来看，发电

企业的整体素质水平普遍高于整机厂家，但 2到 5年的质保期使整机厂家运维员

工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而发电企业运维员工却因为运维以外的事情牵扯太多精

力，造成技能水平的下降。目前中广核成立了新能源学院，旨在提高中广核新能

源整体的管理、技术水准。但中广核新能源分公司及场站遍布全国各地，机组各

异，去学院集中培训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短期的培训效果甚微，不具有培训

的普适性和针对性。建议各分公司成立自己的培训中心，针对本区域机组机型和

员工特点，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培养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于整机厂家而言，其主

要的核心技术为其控制策略，其他大部件等均依托于其上游公司，而对于后期运

维来讲，大的控制策略的调整基本没有，所以相较而言，发电企业更有能力去培

养各方面的人才来满足于运维而尽快脱离整机厂家上游公司的技术把控。就发电

企业来讲，应尽快成立自己的技术检修中心，从叶片的巡检、振动分析、油品化

验、无人机巡检线路等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才及专家，从横向摆脱其上游公司的把

控，提高风电机组的可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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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尽快做好顶层设计

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在岁末年初也会对未来五年或三年进行规划，但

规划的大体目标都是经营指标、安全指标、质量指标，未对今后企业的运维模式、

工程队伍的未来发展、电力营销的未来发展等大的业务板块进行规划。

不同员工对其公司整体发展的认知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后果，使得公司

形不能成有效合力。如运维员工认为公司未来将会将运维外包，则运维员工会刻

意培养管理技能，如运维员工认为公司未来将走自主运维的道路，则运维员工会

刻意培养自身运维技能水平。虽然公司从体制上打通了技术与管理相互转换的壁

垒，但如果员工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判断错误就会造成员工行为上的偏差，表

现在团队合作上就会出现缺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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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展望

6.1 结论

作为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的领导层应做好顶层设计，在政策和市场环境

的双重变化下应及时调整企业定位、发展方向及发展重点。应用多年积累的企业

文化去感化员工、形成战斗力去指导员工行为，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让信息化办公软件为管理真正起到数据积累分析决策、政策落地反馈的良好效

果。培养机组运维不同领域的专家，围绕风电机组后运维市场，培养发电企业后

运维各个专业的技术性人才，全面摆脱第三方运维，一方面节约成本，第二方面

有利于机组的整体运行，第三方面可外包其他整机厂家业务有利于外部创收；真

正积累有效数据，建立自己的大数据分析团队，为预防性检修做好基础性支撑。

每个机组都有其个性的数据，由于国内产品制造精度等问题，所以很多数据国内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从现在开始，积累每台机组的实时有效数据，从实践中摸

索、得出每台机组各数据的告警值、故障值，从而形成其竞争力。要充分认识和

应用自身由生产型企业到生产销售服务型企业转变的契机，完善营销体制建设，

应用网络和现有生产单元建立营销系统。针对电力这一无差异产品要制定好差异

化竞争与低成本竞争策略、利用好人力资源和其他无形资产做好全员营销、线上

线下营销的立体化营销体系。

6.2 展望

未来的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能源会由于其格局定位及其前瞻性，成为风

电行业中的一匹“黑马”，其无穷的续航力将被业界评为“未来之星”，现在很

多风机制造厂家、机组业主已经看到了大数据对风电行业带来的红利。未来的风

场实现风电场的无人值守，基于机组厂家及业主对机组部件运行数据的分析，可

以精准的推算出部件损坏的时间段或故障频发的时间段，从而确定其更换和维护

时间，使风电机组的检修真正达到预防性检修的目的。这样风场的运行可以实现

集控运行、检修可以实现预防性检修，那么风场完全可以实现无人值守。高效管

理，风电行业由于其业务和流程的单一性，可以通过 EAM 系统、ERP 系统和 SAP

系统等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分析，精确地推算出每项工作需要的人数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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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人员的有效管理和调动。科学选址、科学配合电网调峰，有效避免限电

损失，对于在建风场，通过每一台机组对环境的实时监控数据和气象局的气象数

据进行数据建模，准确的定位机组的微观选址并科学测算收益率。对于在运风场，

为电网调峰和科学限电提供可靠的数据预测。

未来发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没有数据来源，由于各风机制造厂家的生产制

造理念不一，很多厂家机组上只安装了几个必要的传感器，使得数据没有了来源，

而这些机组如果进行加装传感器的技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多业主

及机组制造厂家考虑的短期的经济效益，不进行技改。新安装的机组，由于对大

数据认识不够，各机组制造厂家为了压缩成本也不会安装“没有必要”的传感器

对机组部件进行检测。数据不共享，由于技术壁垒的原因，各发电企业、风机制

造厂家的数据不进行共享。综上所述，靠 ERP 等各种企业管理系统来降本增效已

经不能成为后续企业的竞争力。

电力营销、电力辅助设备服务将成为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除发电业务外

的又一大支柱性产业，通过其对电厂、用户端两端的大数据分析在电力现货市场

获利，通过降低度电成本在中长期电力交易过程中获利。通过售电的形式为用户

减低度电成本，通过为用户安装电力监测设备及专业的分析为电力用户用电设备

做出诊断，通过电力节能设备为用户降低耗电量，为电力用户做好电力的综合服

务，以服务应得口碑及新用户。

除此之外，中广核管理层考虑到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集控中心的稳步发展、

物联网的迅速突起来控制人员的招入以防止人员的冗余、增加单人实现企业利

润，财务、合同商务、综管部等机关部门真正担起其应有的职能，充分解放一线

员工的时间。企业管理层真正意识到大数据的分析价值及自身企业性质的转变带

来的组织架构改变，电力营销人员、数据分析师等在公司收到一定重视并为公司

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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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对于一个理工科出生的我而言，三年的工商管

理专业的学习，更多的是给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户。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导师王学军教授对我毕业论文的悉心指导，在您的指导下

我不仅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也学会了很多新的知识。

其次感谢这三年来培育我的每一位老师，是你们用个人独特的方法和人格魅

力吸引着我，用你们的专业知识指导我在工商管理专业知识的海洋中畅游。让我

对整个社会经济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后我要感谢各位评审老师，谢谢你们对我论文的认真审阅，相信根据您的

建议，我的论文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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