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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文件 

 
 

 

电规协〔2021〕033 号 

  

关于收集电力工程行业 2021 年 

政策调研课题问卷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 2021 年电力工程行业政策调研

工作安排，现有 5个政策调研课题需要进行问卷调研，现将调研

问卷印发给你们。请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如实填写，以保证调研

成果的真实性。请各单位将调研问卷电子版(协会网站下载),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报送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办公室彭鹏邮箱

239870814@qq.com。（文件夹名称统一为单位名称） 

     

    附件：1.《电力设计企业参与储能项目课题调研问卷》 

         问卷负责人: 华中院    乔红雷  1383819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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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践研究调查问卷》  

      问卷负责人: 昆明院    杨建敏  13888175315 

   3.《新业态下创新驱动投资机会及风险研究》 

      问卷负责人: 国核院    徐  怡  18910852440 

   4.《电力工程数字化服务计费课题调研问卷》 

      问卷负责人: 华东院    张  曼  18368816828 

   5.《建设工程资质改革背景下电力设计企业应对策略 

      研究问卷》 

      问卷负责人：华中院    刘亦南  15093311952 

     

填写问卷中有疑问的地方可直接咨询问卷负责人。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 

     2021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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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力设计企业参与储能项目实践课题调研问卷 

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储能业绩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规

模 

项

目

地

点 

建

设

时

间 

建设

单位

名称 

储能技

术类别            

（如抽

水蓄能、

压缩空

气、飞轮

储能、电

池储能、

电容器

储能、制

氢储氢

能等） 

储能设施

的系统位

置（如发

电侧储

能、电网

侧储能、

用户侧储

能等） 

在产业

链中的

角色（如

投资方、

设计方、

总包方、

运维方

等） 

参与项目的

模式 （如前

期咨询、全

过程咨询、

EPC模式、

EPCM模式、

BOO/BOOT模

式等） 

1          

2          

3          

…          

近三年储能业务发展规模 

新签合同 

2018年：    万元； 

在 年 度 合 同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 

营业收入 

2018年：    万元； 

在 年 度 收 入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 

2019年    万元； 

在 年 度 合 同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 

2019年    万元； 

在 年 度 收 入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 

2020年    万元； 

在 年 度 合 同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 

2020年    万元； 

在 年 度 收 入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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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业务发展要素分析 

1、企业的优势 
 

2、企业的劣势 
 

3、面临的机遇 
 

4、面临的挑战 
 

5、核心竞争力 
 

业务发展战略 

1、储能业务在

本企业中的战

略定位 

 

2、储能业务在

本企业规划中

的发展目标 

 

3、开展储能业

务的主要战略

举措 

 

4、本企业在储

能业务中主要

瞄准的市场方

向 

 

对设计企业参与储能项目的建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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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践研究调查问卷 

一、问卷单位及问卷人基本信息 

1.单位名称: 

                

2.单位性质： 

A）央企的成员企业。      B）地方国企。 

C）混合所有制企业及其他。 

3.您的职务层级： 

A）公司高管。            B）中层干部。 

C）基层干部。            D）普通员工。 

4.本单位负责“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的部门是： 

A）战略管理部或企业发展部。B）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 

C）公司办公室。            D）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二、课题调查问卷 

5.贵单位的董事会建设情况如何？ 

A）没有执行董事或董事会。 

B）有执行董事、董事，未建董事会。 

C）建立了董事会，没有外部董事或外部董事较少。 

D）建立了董事会，外部董事占多数。 

6. 贵单位的经理层班子建设和履职情况如何： 

A）经理层班子完整，人员齐备，履职良好。 

B）经理层班子部分完整，先有人员履职良好，但个别岗位空缺，需要补充

聘任。 

C）经理层班子大面积人员空缺，需要进一步建设完善，大量岗位需要内部

选聘或公开竞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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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经理层班子履职相对较弱或人岗匹配存在问题，拟开展全面内部竞聘。 

7.贵单位经理层管理现状： 

A）无任期、无契约、无考核指标。 

B）上级单位与本单位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但对经理层无任期规定。 

C）经理层有任期，未签订契约或契约不具体。 

D）实行了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8.贵单位经理层的平均年龄: 

A）55岁以上                  B）50岁至 55岁 

C）45岁至 50岁               D)45岁以下 

9.贵单位经理层人数: 

A）10人及以上                B）7人至 9人 

C）4人至 6人                 D）3人及以下 

10.贵单位对经理层考核方式: 

A）本单位没有考核，上级领导说了算。 

B）由上级单位考核，根据公司经营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和管理评价考核，参

考职代会民主评测、党组织干部评价等其他评价手段，考核结果影响收入。 

C）由董事长或董事会、党委会考核根据经理层表现开展考核，考核结果影

响收入。 

D）依据岗位说明和经营业绩责任书，由董事会按照已制定的业绩考核相关

内部政策制度，组织考核，刚性兑现，收入能增能减，不胜任退出。 

11. 贵单位经理层成员的薪酬如何核算，是否实现了差异化薪酬： 

A）按照系数挂钩，总经理和副总之间按一定比例系数核算薪酬，副总之间

系数差异微小，薪酬差异化程度不高。 

B）按照系数挂钩，总经理和副总之间按一定比例系数核算薪酬，但不同副

总之间按照岗位职责核定系数，系数差异较大，薪酬存在差异。 

C）系数挂钩+业绩考核挂钩，差异相对较大。 

D）一岗一定，与考核挂钩，差异大。 

12. 贵单位是否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手段激发经理层干事创业活力： 

A）未建立激励手段，拿死工资。 

B）以约束为主，奖的少扣的多。 

C）能够在吸纳有薪酬制度基础上实现激励，干得好拿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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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建立了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特别奖励机制等一种或多种激励手段。 

13.贵单位实施“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情况: 

A）没有听说过，尚未考虑。 

B）已有所了解，集团公司改革三年行动要求 2022年前完成。 

C）已开展研究，准备近期启动相关工作，计划 2021年或 2022年实施。 

D）2020年前已经实施。 

14.贵单位经理层分工的实际情况： 

A）经理层的各位成员按照党委书记/董事长的安排开展工作，领导让做啥

就做啥。 

B）经理层有明确分工，按分工开展工作，一般情况下由董事长或总经理决

策，三重一大按规定集体决策。 

C）经理层有明确分工，按分工开展工作，权责清晰，一般问题可自行决策

或按权限决策，三重一大按规定集体决策。 

D）经理层的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岗位说明书，权责清晰，一般问题可自行

决策或按权限决策，三重一大按规定集体决策。 

15.贵单位经理层选拔任用情况： 

A）经理层由上级单位按组织程序进行考察，由上级单位聘任，没有特殊情

况一般能上不能下。 

B）经理层由上级部门按组织程序进行考察，由上级单位聘任，有明确任期。 

C）经理层由上级部门按组织程序进行考察，由董事会聘任，有明确任期，

有业绩责任目标，按年度考察，不胜任退出。。 

D）经理层由董事会市场化选聘，有明确任期，有业绩责任目标，按年度考

察，不胜任退出。 

16.经理层的权责情况： 

A）人权由上级单位说了算，经理层都是长期的高级别领导积累形成的，上

级主要考虑覆盖相应的业务，董事长和总经理对其中部分人不满意也没有

办法。事权主要由董事长和总经理说了算，副职就是让干啥就干啥。 

B）经理层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收入差距不大，多做更容易出错，领导认可

是关键。 

C）主要指标由董事长和总经理副职负责，其他副职按分工经营指标有分解，

按分工有一定授权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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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经理层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任务，权责匹配，干事创业动力十足，团队

齐心合力，成效突出。 

17.贵单位对推进“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的态度： 

A）没什么意思，起不了多少作用。 

B）跟着上级单位的安排，上级让怎么改就怎么改。 

C）准备积极学习相关政策和上级部门指导意见，学习相关单位经验，看试

点单位的成功经验照着改。 

D）高度重视本项改革，班子认为是解决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

措施之一，结合本单位情况，积极主动开展改革，尽量争取上级单位的差

异化管控授权。 

18. 经理层班子人选和席位安排的现状： 

A）按照干部管理要求，由上级党委直接进行安排。 

B）按照干部管理要求，由上级党委安排，但本级党委、董事会履行必要的

三重一大前置程序和聘任程序。 

C）由党组织履行三重一大程序，董事会直接自主决定聘任。 

D）本单位为股权多元化企业，各方股东对经理层席位有具体安排和要求。 

19. 若开展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主要顾虑的问题是： 

A）改革走形式，换汤不换药 

B）责任更重，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处 

C）害怕失去领导岗位和干部身份 

D）觉得其它体制机制没匹配好，光改经理层没啥用 

20.对实施“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认识： 

A）不太清楚，还没有太多认识。 

B）是上级部门的要求，换一种形式，没有实质变化。 

C）是对经理层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是与业绩关联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管

理契约化、薪酬差异化、退出制度化。 

D）有利于落实董事会职权，明确董事会和经理层权责，推进集团对成员企

业的差异化管控，有利于引入民营资本。 

21.本单位参加国企改革试点的情况 

A）没有参加，在观望。 

B）参加了集团公司的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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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参加了发改委的混改试点。 

D）参加了国资委双百行动。 

E）参加了国资委科改行动。 

22.对相关政策的了解情况。 

A）了解国企三年改革行动方案的有关要求。 

B）了解《“双百企业”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操作指引》。 

C）了解集团公司制定的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指导意见。 

D）了解政策详细细节，关注了国务院国资委的官方政策解释“23问”，

也对职业经理人改革有所了解。 

E）参加了国资委双百行动。 

F）都不了解。 

23.对引入咨询机构和参加学习培训的认识 

A）自己的事自己搞定，没必要花冤枉钱。 

B）专业的指导能有一些帮助，希望能参加相关的培训。 

C）对领导层的改革，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引入咨询机构非常必要。 

D）专业机构指导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更有利于推进本单位的改革工作。 

24.你所了解的咨询机构有哪些 

A）不清楚。 

B）九汇华纳。 

C）康智咨询。 

D）知本咨询。 

E）其他：机构名称为（请填写）         

25.对本课题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问卷结束，感谢您的参与配合！ 

请扫描二维码提交电子问卷。 

联系人：张晓丽，联系电话：0871-63062583 

 

 



 
— 10 — 

附件 3： 

新业态下创新驱动投资机会及风险研究课题调查问卷 

一、投资业务基本情况 

1、 公司是否已开展投资业务？是 □     否□ 

2、 公司是否有国际投资业务？是 □     否□ 

3、 公司的投资业务规模（含国外项目） 

（1）股权投资（持有的参控股公司股权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注册 

资本金 

股权 

比例 

是否实

际经营 
业务领域 

是否属于

创新型科

技公司 

1       

2       

3       

4       

（2）基建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位置 投资额 股权比例 

1      

2      

3      

4      

4、 公司投资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的比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收入占比     

利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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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资业务案例 

1、 公司新技术/专利情况，公司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案例以及

是否作为独立子公司或参股公司进行转化？ 

是 □     否□ 

2、 公司是否有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投资的案例？ 

是 □     否□ 

3、 公司是否有投资新能科技成长型企业的案例？ 

是 □     否□ 

4、 公司在投资业务的发展战略及思路。 

5、 公司在国际投资业务方面需注意的问题和体会（如有）。 

6、 公司投资并购典型案例 1-2个介绍。 

7、 公司对投资业务的激励机制，例如跟投机制等。 

8、 公司对投资风险控制的管理机制及措施。 

9、 公司对创新驱动创造投资机会的意见及建议（如何发挥设计院

的技术优势）。 

10、 公司在智慧能源、氢能、储能、售电等新领域的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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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电力工程数字化服务计费课题调研问卷 
1.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  联系人电话  

企业规模 

2020年：新签_____万元，营收      万元，利润       万元 

其中：  

员工人数 
 

2.数字化业务概况 

数字化业务规模 新签___万元，营收   万元，利润   万元 

贵方开展电力工程数

字化服务主要涉及哪

些行业 

火电工程   水电工程   新能源  电网    

其他_______ 

数字化服务内容及占

整个数字化业务比重 

BIM设计，___%  BIM咨询，___%  数字化管理平台，___%   

其他________，% 

贵公司采用的数字化

业务平台是？ 
 

3.工程数字化业务组织架构 

有无专门的工程数字化

管理部门 

 A. 无 

 B. 有 部门名称                 

         部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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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业务开展方式 

自有团队 

整体托管 

劳务分包 

其他             

数字化从业人员规模

（不含分包） 

 

4.数字化收费情况 

电力数字化收费无收

费标准，贵公司常用哪

种方式计费 

工程投资额的一定比例 

工程设计费的一定比例 

按单位千瓦投资计 

按建筑面积计   

实物工作量法逐项报价 

参照其他行业数字化业务收费标准，收费标准名称______ 

其他_______ 

费用洽谈中最常关注

的分歧点 

选择收费标准 

人工投入数量的合理性 

是否收取软件费用  

设备的采购询价 

其他_______ 

贵公司常用的人工工

日报价是？ 
人工平均工日_____元/天 

您建议未来电力行业

数字化应该是按什么

方式计费，可以参照什

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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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建设工程资质改革背景下 

电力设计企业应对策略研究问卷 
调研内容 本企业情况 

一 

企业 

基本 

情况 

1.企业名称  

2.企业所属集团  

3.企业所在省份  

4.企业发展定位（企业愿景）  

5.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利润总额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资产总额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6.近两年企业营业收入构成 

工程咨询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工程勘察设计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工程监理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施工总承包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工程总承包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投资运营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 15 — 

调研内容 本企业情况 

7.企业在册职工人数（截至目前）  

8.企业在册职工年龄结构（截至

目前） 

30岁以下           人 

30-40岁（不含）           人 

40-50岁（不含）           人 

50-60岁（不含）           人 

9.企业在册职工职称情况（截至

目前） 

正高级工程师           人 

高级工程师           人 

工程师           人 

助理工程师           人 

10.企业主要注册人员情况（截至

目前 60岁以下人员数量） 

一级注册建筑师           人 

二级注册建筑师           人 

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           人 

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

电） 
          人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人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人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人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

通） 
          人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排

水） 
          人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

力） 
          人 

注册监理工程师           人 

一级注册建造师           人 

注册规划师           人 

注册造价工程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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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内容 本企业情况 

11.请提供企业组织机构图（可另

附页） 
 

二 

企业 

资质 

相关 

情况 

1.企业主要资质情况 

工程咨询（资

信） 

等级_____  

专业___________ 

工程勘察 
等级_____  

专业___________ 

工程设计 
等级_____  

专业___________ 

工程监理 
等级_____  

专业___________ 

施工总承包 
等级_____  

专业___________ 

工程造价咨询 等级_____ 

城乡规划（原） 等级_____ 

2.2020 年企业新增主要资质情况

（注明新申请、增项、升级） 
 

3.企业正在或拟申请资质情况

（含新申请、增项、升级） 
 

4.企业资质归口管理部门  

5.企业资质岗位设置情况 □全职   □兼职 

6.企业从事资质管理工作的人员

数量（含全职、兼职） 
□1 人   □2 人   □2人及以上 

7.企业资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8.企业是否具有资质管理规定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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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内容 本企业情况 

9.企业资质相关工作是否被写入

企业规划 
□是     □否 

10.企业未来的转型方向  

11.针对企业转型，企业在资质方

面做了哪些工作 
 

三 

企业 

所在 

省份 

资质 

管理 

相关 

政策 

1.企业所在省份资质申报所使用

的系统 
 

2.企业所在省份住建厅2018年至

今出台的资质审批方式改革的相

关政策文件（如“承诺制”、审

批权限下放等） 

 

3.企业所在省份住建厅采用哪些

手段进行企业资质的动态监管 
 

4.企业所在省住建厅关于本次资

质审批权限下放所出台的相关配

套文件（仅限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

省等 6个地区企业填写） 

 

5.企业在跨省承接业务时遇到过

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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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内容 本企业情况 

四 

资质 

改革 

对企

业的

影响 

1.本次资质改革预计会对贵企业

产生怎样的影响？ 
 

2.针对本次资质改革，贵企业计

划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3.本次资质改革，贵企业最关心

的问题有哪些？ 
 

填表人姓名：                        联系方式：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秘书处 2021年 3月 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