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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round of digital technology-based transition is accelerating in all walks of life. 
Facing the disruptive changes brought b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ower enterprises will begin a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restructuring.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advanced powe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redicts that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ower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 
will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platform, ecological and enabling. Specifically, the 
organization presents a progressive trend of digital, platform and ecological, as well as the 
employment presents the trend of ena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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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新一轮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谋篇布局正在各行各业加快开展，面对技术应用与业

态创新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能源电力企业的组织管理将面临一次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

本文结合国际先进能源电力企业的实践经验，分析研判未来能源电力企业组织管理将呈现“三
化一赋能”的发展趋势，企业组织管理呈现为逐步递进、演化的数字化、平台化、生态化趋势，

企业用工管理呈现为赋能型趋势。 

1．引言 

随着全球技术变革的深入推进，新一轮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谋篇布局正在各行各业加快

开展。能源电力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以鲜明的技术导向和创新导向为特征的新一轮战略调

整也在各大企业间加快推进。面对技术应用与业态创新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着眼未来，能

源电力企业的组织管理将面临一次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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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应用、业态创新带来的业务组织模式的变化调整下，结合国际先进能源电力企业

的实践经验，未来整体能源电力企业组织管理将呈现“三化一赋能”的发展趋势，分别是数字

化、平台化、生态化和赋能型。 

2．数字化趋势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企业的推广应用，企业总体呈现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字业务

化的发展趋势，人与组织的关系逐渐发生系统性重构。其中，信息数字化是业务数字化和数

字业务化的基础环节，是组织数字化的基础，业务数字化与数字化业务化是数字化新的发展

方向，体现为对组织管理与变革的支撑作用。 

表1 全球典型能源电力企业数字化主要实践 

企业 数字化运行体系建设运行情况 
法国电力 
（EDF） 

数字化深入各个领域，尤其是生产一线的设备和场所，使公

司得以随心所欲地“抓大放小”。 

美国通用电气

（GE） 

建立全球统一的财务管理、商业智能、人力资源管理、网上

培训、知识管理以及内联网和卫星电视等系统，实现信息及

时传递共享。 

东京电力

（TEPCO） 

建立一体化信息系统，信息化建设严格遵守“统一规划、统

一开发、统一应用、统一管理”的原则，注重整体性、实用

性。 

中国南方电网 
利用南网云集中管控全网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缩短资源交

付周期，有力支撑公司各类业务场景应用的快速构建和迭代

升级，全面提升用户体验。 

（1）信息数字化。侧重信息与数字的转化，依托信息技术，实现对信息的采集和转化，

便于计算机就地存储、处理和传输。能源电力具有典型的技术密集型特征，随着数字化技术

与能源电力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显性切入生产经营全环节，并对能源电力生产以及企业经营

进行赋能。 
（2）业务数字化。侧重以数字技术促进现有业务的开展，实现“数据四用”，通过提升原

有业务的效率效益，挖掘新的价值增长。 
（3）数字业务化。侧重数字业务的价值创造过程，将数字资源、数字基础设施作为独立

的业务，开展商业模式创新与新模式、新业态运营。数字资源作为未来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战

略资源之一，主要利用途径包括：一是推动核心数据资源低成本、快速共享，并通过驱动业

务价值创造激活数据价值；二是灵活雇佣高水平数字化专业人才，集中解决核心技术的突破

与沉淀；三是实现关键数字技术资源的沉淀，以及不同场景间的高效移植。 

3．平台化趋势 

企业未来将构建具有精准响应、快速迭代、网络协作等功能的平台化组织，打造一种能

够在新兴商业机遇和挑战中建立灵活的资源、惯例和结构组合的组织模式并创造价值的组织

形式。平台化组织可以提供各种参与者之间的直接对接，使连接变得更广、更实时、更顺畅、

成本更低；可以跟随市场变化与客户需求，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快速升级和版本迭代；可以实

现企业跨界协同，增加共享和整体服务，形成规模效应，打造广阔生态圈。平台化组织具有

敏捷、生态、柔性液态的三大特征。 
特征1：敏捷。竞争、需求、技术和政策的迅速变化使得组织需要快速响应而做出变化和

调整，具有敏捷特征的组织提可以对外部变化做出快速的响应（例如新竞争者的出现、技术

的快速发展或客户需求的变化等），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环境下快速

迭代并自我适应。其中，强有力的中台组织建设是企业迈向敏捷的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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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2：生态。随着智能网络时代和新经济形态的到来，市场环境更加开放，产业界限越

来越模糊，产业关联度越来越高，跨界成为了互联网时代商业竞争的常态，企业越来越成为

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商业生态系统注。特别，在智能互联网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

已经由单体竞争上升到生态圈竞争。 
特征3：柔性液态。互联网技术驱动跨越企业内部和外部边界的大规模协作成为了可能，

实现人员与资源的“自由组合、自由流动”，其中部门的边界模糊化，组织成员长期处于“共同

创业”状态，随着组织目标的变化而变化。未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能够使组织进一步形

成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液态化。 

4．生态化趋势 

企业向生态化组织进化，通过资源共享、个体自组织成长，实现企业内部自组织、自驱

动。一是平台汇聚资源为生态化奠定资源和机制保障；二是充分自主释放人的创造性和自我

管理能力，洞察机遇，驱动组织自发前进；三是企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向高效运作的高阶

形式演化。 
（1）平台性——无平台不生态。通过平台，连接、开放、共享相关主体各类资源，连接

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以“互利共生”的方式与平台上的个体“协同进化”。 
（2）生态性——无思维不生态。员工思想和价值观成为组织能量驱动源泉；“技能+信任”

驱动组织自主运行，前者包括必备能力、个性品质，后者表示统一的目标和价值信念、相互

信任。 
（3）进化性——无演变不生态。根据环境、战略变化不断进化，保持组织效率动态均衡

和最优；开放内外边界，包括层级和职业等级内部垂直边界，部门间内部水平边界，以及与

社会外部环境的边界 

5．赋能型趋势 

企业用工管理方式需要由“管控型”向“赋能型”转变。需要以奋斗者为本，赋予员工更多

的发展可能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包括人才开放创新的思想、锐意进取的动能、自主决策的权

力、主动工作的态度、勇敢积极的行动以及心情愉悦的氛围，以充分满足人才的个性诉求、

自我实现等需求，激发员工内在活力及创新力，发挥人才更大的才智和潜能。 
（1）管理目标。由被动满足业务部门对用工数量的需求，向前瞻性人才储备开发、系统

性人才配置和企业整体用工效率最大化转变。一是战略性人才储备和开发。以服务公司“三型

两网、世界一流”新战略为最终目标，在考虑当前业务发展需要的同时，对新战略指明的综合

能源服务等新业务领域以及泛在电力物联网新技术需求进行预判，前瞻性开展人才培养和储

备。二是实现公司系统整体的人才最佳配置和效率最大化。整合散落在信通公司、产业单位

的新技术专业人才，鼓励各专业部门/单位在培养新技术人才的同时，积极向其他部门/单位输

送人才，实现公司整体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率。 
（2）管理对象。由“基于岗位的用工管理”向“基于岗位+能力的用工管理”转变。一是着

眼于员工的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业务形态持续迭代，员工工作内

容的标准化程度降低，员工的个人价值和重要性凸显，如何提升员工能力、激发员工潜力、

促进员工成长、价值感和幸福感成为管理的重点。二是为员工职业发展提供平台。新生代员

工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更加凸显，近年来知识型和新生代员工流失问题逐渐显现，公司需

要为员工提供职业发展舞台，满足知识型和年轻化员工追求个人成长的需要。 
（3）管理驱动力。由以权力为中心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方式，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需求

导向式管理方式转变。一是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各业务、各专业、各层级均以满足市

场需求、服务客户为用工管理的出发点和源动力。二是资源分配和权力分配向市场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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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市场前端员工充分的资源调配权和决策自主权，将市场反馈纳入考核分配，形成市场前

端服务客户、中台服务前端、后台服务中台和前台的管理氛围。 
（4）用工管理。决策依据由依赖管理者的主观经验，向依靠智能化、数据化的管理分析

决策技术转变。一是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工作方式变化，对管理者的经验判断提出挑战。随着

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灵活性提高，管理者依靠过去的主观经验已经难以对员工进行科学、

公正的评价。二是新技术的发展使用工管理量化分析成为可能。通过手持终端等新技术，员

工的工作过程及工作结果可以被完整详细的记录并实现自动分析，用工决策的准确性和客观

性将大大提升。 
（5）管理边界。由依赖管理者的主观经验，向依靠智能化、数据化的管理分析决策技术

转变。一是用工管理边界模糊化。随着组织边界和工作边界的柔性化，用工管理的边界也将

更加模糊，员工将根据不同的任务要求加入不同的组织和团队（如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重点

任务项目），根据团队要求扮演不同的工作角色。二是用工管理方式更加动态、灵活。不同

的组织和团队对员工的考核和激励方式不同，不同的工作角色对员工的素质能力提出不同要

求，公司需要建立更加动态、灵活的用工管理方式，适应新技术应用后工作方式的转变。 

6．结束语 

能源电力企业未来整体组织管理趋势将转向数字化、平台化、生态化和赋能型的“三化一

赋能”发展趋势，其中，组织的数字化、平台化和生态化是逐步递进、演化的过程。最终，企

业组织进入迭代驱动阶段，呈现自组织性、自适应性、主动性、智能性等特点，以更加柔性、

更加开放的方式主动向更高运作水平升级。此阶段，组织能够不断发现规律并进行优化，在

不断供需对接及组织相应优化调整过程中，组织内固化或相似点逐渐沉淀为企业可复用能力，

其逻辑可应用于更高层次调度和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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