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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项目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沟通与冲突解决策略
徐一捷  国网松溪县供电公司 福建松溪 353500

摘要：本文聚焦电力基建项目管理，深入探讨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沟通及冲突解决策略。通过明确

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需求，详细阐述了如何构建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冲突解决策略。研

究旨在提升电力基建项目的管理效率，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共赢，为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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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nagement of powe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explores in depth the 

coordin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among stakeholders. By clarifying the roles and need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how to build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proposes targeted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aim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powe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ensure smooth project progress, achieve win-win outcomes for all stakeholder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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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力基建项目利益相关者识别

1.1 内部利益相关者

1.1.1 项目业主

项目业主作为电力基建项目的发起方和所有者，

承担着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的最终责任。他们的核

心诉求在于确保项目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并在

预算范围内实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建设一座

大型变电站为例，业主不仅希望项目建成后能够稳定

供电，满足周边区域日益增长的工业和居民用电需求，

还期望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行业标准，从而为企业带

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同时，业主也十分关注项目对企

业形象和市场竞争力带来的影响，希望通过优质的项

目成果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声誉。

1.1.2 项目施工方

施工方作为项目建设的直接实施者，其利益诉求

呈现多元化特征。首要诉求在于确保工程款项的及时

支付与合理结算，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资金周转与持

续经营。其次，施工方致力于提升施工效率，通过优

化施工组织、加强现场管理等措施降低施工成本，从

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此外，施工方高度重视企业声誉

的塑造，力求通过优质工程的交付来提升市场竞争力，

为承接后续项目创造有利条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施工方需科学配置各类资源，持续改进施工工艺，积

极引进先进设备与技术，确保工程项目按期保质完成，

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1.1.3 项目设计方

设计方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工作，其核

心利益在于确保设计方案能够获得充分认可并顺利实

施。设计方追求的是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创新性，

这不仅展现了其专业能力，也直接影响项目的整体质

量和效益。通过高质量的设计成果，设计方旨在展示

自身实力，获取合理的设计费用，并在行业内树立良

好口碑，为未来业务发展打下基础。在设计过程中，

设计方需全面考虑项目的功能需求、技术可行性、经

济合理性及环境适应性等因素，同时与项目业主、施

工方等保持紧密沟通，以确保设计方案满足各方需求。

1.2 外部利益相关者

1.2.1 政府部门

在电力基建项目中，政府部门承担着监管与引导

的双重职责。其核心利益诉求在于确保项目与国家能

源政策及发展规划保持一致，同时保障项目建设过程

中的安全、环保和质量标准。此外，政府还致力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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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类项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为实

现这些目标，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对项目

进行审批和监管，以确保能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举例来说，政府会根据国家能源发展

战略，优先支持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并为符合政策的

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政府相关部门会严格监督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的

落实情况，确保项目不会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产生

负面影响。

1.2.2 当地居民

当地居民作为项目周边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

关注项目建设对其生活环境、安全和经济状况的影响。

一方面，他们期待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机遇，例如

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基础设施。以偏远地区建设风力

发电项目为例，当地居民可以通过参与项目的建设和

维护工作获得收入，同时项目建设还可能促进周边交

通、商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另一方面，居民也担忧

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噪音、电磁辐射、环境污染等负

面影响，因此要求建设方采取有效的防护和补偿措施。

鉴于此，在项目启动前，建设方应充分听取当地居民

的意见，制定合理的环境保护和补偿方案，以减轻项

目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1.2.3 供应商

供应商为项目提供各类设备、材料和物资，其核

心利益在于与项目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按

时获得货款，从而保障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

供应商期望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项目需

求，进而提升自身在行业内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在

与项目合作过程中，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

表 1 利益相关者优化策略要素

时间和质量标准供应物资，并建立高效的物流配送体

系，以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施工现场。此外，供应

商还需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与项目各方保

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

2 利益相关者的协调策略

2.1 建立共同目标

在电力基建项目的启动阶段，组织各利益相关方

参与项目目标制定会议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充分的沟

通与协商，明确项目的总体目标，包括建设规模、供

电能力、投产时间等关键指标。随后，将总体目标分

解为各利益相关方的具体目标，确保每个参与方都能

清晰理解自身目标与项目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施工

方的核心任务是按时完成工程进度，这与项目按时投

产的总体目标高度一致；而供应商的主要职责是提供

合格的设备材料，这直接关系到项目质量目标的实现。

通过这种方式，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在共同目标的指引

下协同合作，有效避免因目标不一致而引发的冲突与

矛盾。为了确保共同目标的顺利实施，还需建立相应

的目标考核机制，定期对各利益相关方的目标完成情

况进行评估与反馈，及时纠正目标偏差，确保项目按

计划推进。

2.2 合理分配利益

根据各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投入和贡献，制定

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对于项目业主，通过项目

运营获取投资回报；施工方根据工程合同获得相应的

工程款；设计方按照设计合同收取设计费用；供应商

依据供货合同获取货款。同时，考虑到项目可能带来

的间接利益，如当地居民因项目建设获得的就业机会

和基础设施改善等，也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体现。在

要点 具体内容

建立共同目标 启动阶段组织会议明确总体目标并分解，建立考核机制

合理分配利益 按投入和贡献制定分配方案，考虑间接利益，协商征求意见

构建信任关系 定期组织协调会，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诚信履约，开展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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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过程中，充分征求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确

保分配方案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以提高各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积极性和满意度。可以采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

协商会议形式，共同讨论利益分配的原则和具体方案，

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充分分析和考虑，确保

分配方案既能体现各方的投入和贡献，又能满足各方

的基本利益诉求。

2.3 构建信任关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互动与交流。项目业主应定期组织项目协调会，邀请

施工方、设计方、供应商等共同参与，及时沟通项目

进展情况及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平

台，使各利益相关者能够实时了解项目的相关信息，

如工程进度、质量检测结果、物资供应情况等，以增

强信息透明度。通过诚信履约，按时兑现承诺，树立

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施工

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和工期要求进行施

工，供应商应按时提供合格的设备材料，以此建立相

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此

外，还可以通过组织团队建设活动、开展技术交流等

方式，增进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

巩固信任关系。

3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策略

3.1 制定沟通计划

在项目规划阶段，制定详细的沟通计划。明确沟

通的目标、对象、内容、方式和频率。沟通目标应与

项目目标一致，例如确保项目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共享，

促进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协作。根据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确定沟通内容，如向政府部门汇报项目的合

规情况，向当地居民介绍项目的环保措施等。选择合

适的沟通方式，如书面报告、会议、电子邮件、现场

走访等。对于重要信息和决策，采用正式的书面报告

和会议形式；对于日常信息交流，可采用电子邮件和

即时通讯工具。确定沟通频率，如项目例会每周召开

一次，与政府部门的定期汇报每月进行一次等。为了

确保沟通计划的有效实施，还需要明确沟通责任人和

沟通流程，建立沟通效果评估机制，及时对沟通计划

进行调整和优化。

3.2 选择合适的沟通渠道

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沟通内容，选择最有效

的沟通渠道。对于项目内部的沟通，如项目业主与施

工方、设计方之间的沟通，可采用项目管理软件进行

信息共享和任务分配，提高沟通效率。对于与政府部

门的沟通，采用正式的文件和汇报材料，确保信息的

准确性和规范性。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可通过社区公

告、公众听证会、实地走访等方式，增强沟通的互动

性和亲和力。与供应商的沟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订单确认、发货

通知、货款结算等业务交流。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在线视频会议等新

兴沟通渠道，拓宽沟通范围，提高沟通效率。

3.3 培养沟通技巧

项目管理人员和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应具备良

好的沟通技巧。在沟通中，保持积极的态度，认真倾

听对方的意见和诉求，尊重他人的观点。表达清晰、

准确，避免使用模糊和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言。善于运

用非语言沟通技巧，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增强

沟通的效果。在与当地居民沟通时，保持微笑、眼神

交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项目相关问题，让居民

感受到真诚和尊重，从而提高沟通的效果和居民的满

意度。此外，还可以通过培训、学习等方式，不断提

升沟通技巧，如学习有效的沟通方法、掌握谈判技巧

等，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沟通场景。

4 利益相关者的冲突解决策略

4.1 冲突预防机制

在项目启动前，通过深入调研和全面分析，识别

潜在的利益冲突点。在项目选址阶段，充分考虑当地

居民对环境和生活的影响，提前制定环保和补偿措施，

避免因选址问题引发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在合同签订

过程中，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可能出现的争议

进行详细约定，减少合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同时，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实时监测项目进展，对可能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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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风险因素进行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

施，将冲突遏制在萌芽状态。通过构建项目风险评估

模型，对项目进度、质量、成本等方面的风险进行实

时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潜在的冲突风险，并制定应

对预案。

4.2 冲突解决方法

4.2.1 协商解决

当冲突发生时，首先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组织

冲突双方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双方的立场和诉求，

寻找共同的利益点。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妥协，达成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

方与供应商因物资供应时间问题产生冲突，双方通过

协商调整供货计划，既满足了施工进度要求，也兼顾

了供应商的生产安排。在协商过程中，保持冷静和客

观的态度，尊重对方的意见，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寻

求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4.2.2 调解

如果协商无法解决冲突，可引入第三方进行调

解。第三方应具备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如行业

协会、专业调解机构或专家学者。调解人在了解冲突

情况后，提出客观公正的调解方案，引导双方达成和

解。在项目业主与施工方因工程质量问题产生争议时，

邀请行业专家进行调解。专家根据相关标准和规范，

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估，提出整改建议和解决方案，促

使双方化解矛盾。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应充分发挥

其专业优势和中立地位，公正、客观地分析问题，提

出合理的调解建议，促进双方的沟通和理解。

4.2.3 仲裁和诉讼

当协商和调解都无法解决冲突时，可根据合同约

定，选择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仲裁具有专业性、

高效性和保密性的特点，双方根据仲裁协议，将争议

提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诉讼则是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纠纷，由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判决。在选择仲裁

或诉讼时，应充分考虑成本、时间和执行难度等因素，

谨慎做出决策。仲裁的程序相对简便，时间周期较短，

但费用较高；诉讼的程序较为复杂，时间周期较长，

但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在实际应用中，需根据具体

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最合适的解决方式。

5 结束语

在电力基建项目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沟

通与冲突解决是关键环节。未来，随着电力基建项目

的不断增加和复杂性的提升，需要持续优化和完善相

关策略，以应对新的挑战和变化。特别是在数字化转

型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新兴技术提高利益相关者的沟

通效率和协调效果，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社

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在项目管理

中更好地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党灏 . 集中建设模式及其在高校基建项目

管 理 中 的 实 践 [J]. 苏 州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 工 程 技 术

版 ),2023,36(02):74-80.

[2] 王吉星 . 地方高校基建项目管理成熟度评价

研究 [D]. 郑州大学 ,2020.

[3] 王格 . 基于层次灰色综合评价法的高校基建

项目管理模式优选研究 [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

作者简介：徐一捷（1990.02-），男，福建松溪

人，本科，工程师。研究方向：电力工程项目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