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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通服

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浪

潮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北京志行正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相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中电金信软件（上海）有限公司、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信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利德捷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九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西安星讯智能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昭、方敏达、梁杨、周锡果、冯仕洋、沈涛、齐少安、李卫、顾娟、韩冰心、

张军、王炳亮、姜传鑫、董柏权、朱嘉鲁、刘庆、钱泉强、吴嘉男、武雄伟、刘孔、冯兴龙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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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文件的制定，是在前序《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规范》的基础上，经过持续运营实践，继

续对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的程度和效果建立一套评价标准，为相关组织和机构在数智化转型过

程中提供目标指引，进一步完善通信行业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标准化领域内容，持续推动行业提质增效

和高质量发展。 

本文件的编制以贯彻国家基本建设方针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为主，密切结合通信发展的实际，重在

提升通信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效益。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相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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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标准 

1 范围 

1.0.1  本文件确立了包含数字化勘察设计作业评价标准的建立原则、评价对象及指标的选取原则、评

价模型及算法、评价指标定义及内容等方面的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体系总体要求。 

1.0.2  本文件提供了针对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环节的工时定额、杠杆颗粒等评价模型要素定

义，以及适用于线上化运营的管理措施评价体系等相关要求。 

1.0.3  本文件遵循规划研究开发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专业划分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生产作业的专业领域，通常宜分为有线（专业小类可细分设备、线路等）、无线

（专业小类可细分宏站、室分等)、网络（专业小类可细分交换、数据等）等几大专业。 

标准单位 

各专业生产作业的标准工程量单位，通常宜设定为有线（端、公里）、无线（站）、网络（网元、

节点、每 XX 台设备）。 

规模占比 

各专业生产作业总体工程量的规模占比，由于各专业工程量的标准单位不同，不具备直接对比的条

件，因此通常宜依据各专业的合同总金额来计列规模占比。 

作业环节 

各专业生产作业环节划分（或称工序划分），通常宜分为项目管理、项目调研、项目方案、项目标

准、信息采集、图表绘制、表格处理、文本整理、成果交付等 9 项，并应明确各作业环节在整个生产过

程中的工作量占比。为避免后续模型构建的复杂度过高，建议尽量保持各专业作业环节划分和工作量占

比的一致性或相似性。 

工时定额 

完成各专业勘察设计生产作业环节所需的标准工时数，类似于通信工程建设概预算中的工时定额。

根据评价体系的需要，分为传统作业工时和数字化作业工时两个数值。该数值由各专业专家基于生产活

动在两种作业方式下对于成果的效率、质量、服务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 

传统作业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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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运用数字化工具前，即采用传统作业方式在各作业环节的标准工时数。该数值应在确定后固

定不变。 

数字化作业工时 

企业在运用数字化工具后，在各作业环节的标准工时数，标准工时数应为功能成熟度为功能完备阶

段的数值。计算时该数值应结合数字化工具的功能成熟度演进情况，由标准工时数乘以作业工时调节系

数动态变化。 

杠杆颗粒 

评估各作业环节数字化作业工时数值变化时设置的能够促进能效提升的主要杠杆功能点，对应各个

作业环节，理论上杠杆功能拆分越细致，评估得出的工时数值越精确，但同时也须注意平衡准确度和复

杂度的关系。 

功能成熟度 

与各作业环节（杠杆功能）相对应的数字化作业平台各模块（工具）功能所处的开发应用阶段，通

常宜分为需求开发阶段、局部试点阶段、正式发布阶段、功能完备阶段等四个等级，并对应数值区间为

0～1 的作业工时调节系数，对应 4个等级的系数可使用 0、0.6、0.8、1，也可根据企业情况调节该系

数。 

3 评价模型及计算方法 

总体评价方法及结论运用 

本评价标准采用“定量+定性”的评价方法，主要围绕专业领域、作业环节、杠杆功能和管理举措

等几个方面进行定义，其中生产作业效率以定量评价指标为主，作业管理水平以定性评价指标为主。 

本评价标准可用于衡量通信勘察设计企业的数字化作业应用水平和实际成效，会受到不同受评主体

在作业环节划分方式、专业及工序工作量占比、生产工具开发和应用程度、生产管理水平等各种主客观

因素的影响，因此其评价结论更加适用于受评主体自身作纵向比较，而当用于受评主体之间的横向对比

时，应特别注意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的一致性处理。 

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以上评价指标定义，主要可通过两个模型共同构建形成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体

系，分别是生产作业能效模型和管理措施评价模型。其中前一个模型主要用于生产作业效率在数字化前

后的定量评价，后一个模型则主要用于生产管理水平在数字化前后的定性评价。 

表 01  通信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体系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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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作业能效评价 管理措施评价 

分专业的单位能

效指标 

分作业环节的单

位能效指标 
工时定额 

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监督检查，考核追责，落实整改，创

新能力，宣传能力 

生产作业能效模型 

生产作业能效模型主要用于各生产环节在数字化工具应用前后的作业效率的定量评价，主要涉及专

业划分、标准单位、规模占比、作业环节、工时定额、杠杆颗粒、功能成熟度等生产效率评价指标，并

根据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得出通信勘察设计生产作业能效提升的整体评价。 

3.3.1 评价计算因子 

生产作业能效评价计算因子包括以下内容。 

a） m：有线、无线、网络等专业类别（含专业小类）的个数。 

b） n：各专业小类的勘察设计作业环节的个数。 

c） x：单个专业小类对应的作业环节的杠杆颗粒，即涉及的杠杆功能数量，建议不多于3个。 

d） Bmn：各专业小类对应的各作业环节的传统作业工时。 

e） Wmn：各专业小类对应的各作业环节的占比。 

f） Tm：各专业小类的传统作业工时的加权后数值。 

g） Pm：各专业小类的规模占比。 

h） Fmn(x)：各专业小类对应的各作业环节能效提升杠杆功能的数字化作业工时。 

i） Rmn(x)：对应不同能效提升杠杆功能的功能成熟度作业工时调节系数。 

j） Dmn：各专业小类对应的各作业环节的数字化作业工时。 

k） Vm：各专业小类的数字化作业工时的加权后数值。 

l） Cm：单个专业小类的生产作业能效提升效率。 

m） C：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生产作业整体提升效率。 

3.3.2 评价计算方法 

生产作业能效评价是定量对比数字化工具应用前后的变化，应分别计算出传统作业和数字化作业的

情况，再进行生产作业效率提升率的计算分析，需使用专业规模占比、作业环节占比、杠杆功能成熟度

等要素进行加权建模计算。 

a） 各专业小类的传统作业工时 

nWBWBWBT 1n1121211111 ... ×++×+×=  

n2n2222221212 ... WBWBWBT ×++×+×=  

以此类推，共m个专业小类： mnmnmmmm WBWBWBT ×++×+×= ...2211m  

b） 全部专业小类的传统作业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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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PTPTPTT ×++×+×= ...2211  

c） 各专业小类的数字化作业工时 

各专业小类对应的单个作业环节可能包含1个或多个杠杆颗粒，因此需先计算各专业小类中的单个

作业环节的数字化作业工时： 

)()()2()2()1()1( 11111111111111 ... xx RFRFRFD ×++×+×=  

)()()2()2()1()1( 12121212121212 ... xx RFRFRFD ×++×+×=  

以此类推： )()()2()2()1()1( ... xx mnmnmnmnmnmnmn RFRFRFD ×++×+×=  

然后，再计算各专业小类的数字化作业工时的加权后数值： 

nn WDWDWDV 11121211111 ... ×++×+×=  

nn WDWDWDV 22222221212 ... ×++×+×=  

以此类推，共m个专业小类： mnmnmmmmm WDWDWDV ×++×+×= ...2211  

d） 全部专业小类的数字化作业工时（共m个专业小类） 

mm PVPVPVV ×++×+×= ...2211  

e） 生产作业能效整体评价 

单个专业小类的生产作业能效提升效率： mmmm TVTC /)( −=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生产作业整体提升效率： TVTC /)( −=  

管理措施评价模型 

管理措施评价模型主要用于企业管理机制与数字化、线上化生产方式的匹配程度的定性评价（也可

称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评价），主要涉及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监督检查、考核追责、落实整

改、创新能力、宣传能力等管理水平评价指标。 

3.4.1 组织保障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组织保障指标评价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成立了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工作牵头部门，责任部门是否明确。 

b） 是否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是否做到人员配齐配足。 

c） 是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 

3.4.2 制度保障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制度机制指标评价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建立了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管理制度，是否建立相关业务规范、考核奖惩、教育培训等

制度。 

b） 是否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落实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率相关工作的协作机制。 

3.4.3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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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监督检查指标评价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建立监督检查制度规范并定期开展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问题通报。 

b） 是否对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工作落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3.4.4 考核追责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考核追责指标评价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建立了健全的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内部责任追究机制。 

b） 是否将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成效纳入绩效考核；是否根据通报检查情

况，及时对相关部门进行绩效考核。 

c） 是否对各单位工作主动发现的或被举报的不正规行为严肃查处，是否通报有关部门。 

3.4.5 落实整改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落实整改指标评价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及时对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问题通报依规检查处置，对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 

b） 对有关部门通报的以及被举报的情况是否逐一深入分析，对通报情况是否整改，或企业内部

是否追责。 

3.4.6 创新能力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开展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业界交流。 

b） 是否开展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推广应用。 

c） 是否开展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的系统研发部署工作。 

d） 是否参与行业内举办的创新项目示范等相关创新活动。 

3.4.7 宣传能力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宣传能力评价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建立宣传机制，是否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渠道及时向企业内外部发布勘察设计数字

化作业工作进展。 

b） 是否及时向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用户发送引导类信息，增强用户使用勘察设计数字化手段的

意识和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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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本文件用词说明 

本附录为规范性附录。 

在本文件条文中执行有关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A.0.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A.0.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A.0.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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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条文说明 

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 

为贯彻落实国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中国战略，传统通信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头部企业

针对自身发展瓶颈，已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且取得一定成效，本标准旨在合理评价通信工程勘察设计行

业内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效，为本行业内企业提供指导，进而规范引导通信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数字化

建设，推动行业提质增效和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件从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生产作业、管理措施等方面，建立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的评价

标准，为不同组织和机构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提供指引，填补通信行业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标准化

领域的空白，提升行业勘察设计生产和管理效率，助力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行业

工程建设提质增效和持续发展。 

为方便广大设计、规划、运营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文件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

写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数字化作业评价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文件规定的目

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但本文件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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