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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信普遍服务项目验收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袁树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管理咨询分公司��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摘� 要：为了解决我国城乡电信服务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有线宽带及��无线网络

建设，自����年国家启动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截至����年年底我国偏远落后地区通信难的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战略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撑。本文介绍了基于项目管理知识体系（30%2.）指南开展国家电

信普遍服务项目验收工作的方法，从理论到实际为高质量开展验收工作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实施方案，确保试点项目

符合各项预定目标，切实发挥好国家电信普遍服务项目普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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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MBOK介绍

30%2.是3URMHFW�0D�DJHPH�W�%RG��2I�.�R�OHGJH的缩写，指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它是美国项目管理协会（30,）

对项目管理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工具进行的概括性描述。30%2.把项目管理划分为十大知识领域和五大过程组���。

2��国家电信普遍服务项目介绍

“十三五”初期，我国有约�万个行政村未通宽带，��万个行政村宽带接入能力不足�0E��，这些行政村位置偏远，

建设成本高，用户分散且消费能力低。����年，针对偏远落后地区的通信建设服务，国家启动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

先后部署七批建设任务，累计支持��万个行政村光纤网络和�万个农村��基站建设，通信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

国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以下简称“电普项目”）按照“中央资金引导、地方协调支持、企业为主推进”的

方式进行部署。根据当地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管局”）和承建企业（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合同约定，项目建设

完成后终验工作由管局牵头组织，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验收，而我方有幸获得管局委派，负责主持第五批电普项

目的终验工作。

3��电普项目终验工作面临的挑战

由于国家对电普项目给予了一定的补贴资金，因此和运营商常规的资本性支出建设项目相比，电普项目验收工作

有着诸多不同。

首先是验收标准不同，电普项目的验收标准由工信部直接制定，除了常规的工程质量检查和竣工资料检查，还要

进行覆盖区域的信号测试、试点平台上线情况比对、承建企业自验资料核查等，因此验收标准高，验收内容多，必须

做好范围管理和质量管理。

其次是验收点位分散，第五批电普项目建设数量为����个，分布在全疆��个地州市，工信部验收文件要求，试点

数量在���������个的，抽检比例不低于��。当地管局进一步要求，验收点位必须要涉及各个地州市以及尽可能多的

县市，还要包括当地所有承建企业，综合以上条件，最终验收数量确定为��个，验收比例接近��，且计划验收时间

仅有�个月，再加上新疆地域广袤、路途遥远，因此对时间安排、行程规划都形成了较大制约，必须做好验收工作的

进度管理。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开展好电普项目验收工作，需要运用30%2.项目管理的思想，把验收工作当作一个“项

目”来管理，从方方面面进行科学规划和执行，从而最大限度完成好验收工作各项目标。

*通讯作者：袁树威，����年�月，汉，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工程管理咨询分公司，303，注册监理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本科，研究方向：项目验收组织与管理。



通信技术研究电子通信与计算机科学�2021� 第3卷�第6期

5

4��项目管理思想在验收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30%2.的项目管理方法主要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而验收工作仅为整个建设程序中的一环，因此

30%2.中所列的十大知识领域和五大过程组，在和验收工作相结合时，部分领域可能涉及较少或是不涉及，同时限

于篇幅，本文仅从范围、进度、质量三个关键领域进行介绍。

�����范围管理

项目范围管理主要目的是识别所有需要做的工作，确定可交付成果，从而确保项目在结束时已完成所有必要的

工作���。

范围管理的第一步是收集需求。在验收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向管局方面收集了工信部��项目验收办法、管局第五

批验收办法以及与各承建企业签订的合同。第二步是定义范围。从收集的文件中，识别出了所需开展的主要工作，具

体包括��基站建设、网络覆盖、专用平台上线以及工程建设文档资料完成情况等。第三步是确认范围，将需要完成的

工作以及最终的可交付成果的形式和内容与管局领导进行确认。范围管理主要内容见图�。

图1��范围管理内容（节选）

�����进度管理

进度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配置合理的资源、采取必要的方法和措施，按规定的时限完成预定的工作内容���。

进度管理的第一步是定义活动。验收人员到达现场后，主要进行工程质量检查和现场测速两个部分。从竣工图

纸、工程物料、机房环境、通信设备、通信铁塔、配套设备、接入光缆等进行逐一检查、记录问题并签字确认，然后

在基站、村委会、卫生室、学校、居民区等地进行现场测试并拍照截图。第二步是估算活动持续时间。根据第一步定

义的活动内容，经过专家判断和估算，大致两部分工作时间合计不超过�个小时。相对来说花费在路途的时间较多且

存在不可控因素，因此每天验收点位数量按照�个来预估，这样��个点位，现场验收时间就需要��天，同时还要考虑

召开启动会议、集中检查资料以及各地州市的交通时间。第三步制定进度计划。根据已确定的活动持续时间，结合各

地州市的分布情况，采取合适的交通工具再加上合理的休息时间，就可以制定细化到每天的行程安排。经过推演预计

完成时间为��天，满足��天的规定时间。

在实际工作中，前期进度基本符合要求且适度超前，后期由于疫情隔离等不可抗力影响，最终完成时间还是有所

滞后，但是合理的进度计划还是为顺利完成验收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是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措施，确保各项活动和可交付成果符合预定目标，是项目管理的核心要素���。

质量管理的第一步是规划质量管理。这一步主要是识别项目及其可交付成果的质量要求和标准。有些质量要求是

明确的，比如试点在专用平台上线方面，上线就是合格，未上线就是不合格。而于此同时另一些要求就比较宽泛，比

如验收办法中给定的建设质量的要求为“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工程建设应符合国家和通信行业有关标准”，因此需

要识别出具体的标准并且筛选、提取可用的检查项目，形成可操作的验收表格。图�为制定的质量检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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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工程质量验收表（部分）

质量管理的第二步是管理质量，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把制定好的质量控制手段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在每个点位检查

完，临走前会再对照一下检查表，查看是否有检查项目遗漏，同时对于现场发现的问题，但是表格中没有对应的检查

项，会进行记录并不断修正完善。在检查期间，检查表格进行了数次改动，以便更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质量管理的第三步是控制质量，这一环节主要是评估绩效，确保项目的可交付成果符合客户的期望。验收工作最

重要的可交付成果为验收报告，根据管局方面的要求，验收报告需要体现检查的内容以及发现的问题并给出验收结

论。对于格式方面未给出具体要求。为了较好体现验收工作内容并有较高的可读性，在编制过程中，我们对验收报告

格式、内容进行了细致编排，包括文字表述、图片排版以及色彩搭配并经过反复校对，在形成初稿后交由管局领导审

阅并听取了相关意见后又做了进一步完善，最终圆满的完成了报告编制工作。

5��结束语

电普项目由于其特殊性，在验收过程中运用项目管理思想十分必要，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范围、进度、质量

三个方面进行了举例。在实际验收工作中由于涉及的相关方较多，外部的有管局相关领导、通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等，对内有验收团队成员、公司领导等。由于涉及人员较多，其关注度和需求也不同，因此相关方管理以及沟通管理

都十分重要。除此之外��无线基站涉及到通信设备、电源、线路、铁塔以及相关配套工程，同时验收人员还要组织验

收会议、统计汇总验收问题，因此对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人力资源管理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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