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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230075）张家安

基于统计数据的燃气户内检修工劳动定额研究
——以H集团为例

1      劳动定额的概念及测定方法

1.1  劳动定额与服务定额   

劳动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为生

产单位产品或完成一定量工作，事先规定的必要劳动

消耗量的标准。劳动定额可以采用时间定额、产量

定额、看管定额、服务定额、销售定额等多种形式

来表示。

服务定额是劳动定额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用一

个操作者同时为多少个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来表示的定

额。对于燃气户内检修工岗位，其劳动定额可以用

服务定额来表示，即一个检修工可以同时为多少个服

务对象提供服务，也可以用每万户服务对象需要配

置的检修工人员数量来表示，两种表示方法的结果互

为倒数。

1.2  劳动定额的测定方法   

常用的劳动定额的测定方法有技术测定法、统计

分析法、经验估工法、类比类推法等几种，其中前面

两种最为常用。技术测定法是指在进行流程、工艺、

工作、动作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观察、记录、

写实、测时等方法，实地观测和记录工序作业内容、

作业方法及各部分工时消耗的实际状况，主要优点是

重视现场调查研究和技术分析，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依

据，较为准确客观；缺点是费时费力，工作量较大，

技术要求高。统计分析法就是根据过去的资料、记录

和数据，经过一定的整理和分析，考虑今后企业生产

技术组织条件的可能变化来制定定额的方法。其主要

特点是简便易行，工作量比较小，由于有一定的资料

做依据，制定定额的准确性较高，但如果原始记录和

统计资料不准确，将会直接影响定额的质量，适用于

生产条件稳定、产品固定、大批或成批生产、资料齐

全的企业。

1.3  统计分析法确定劳动定额的适用条件

总体来说，对于一线操作工人的定员方法，更多

地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整理，再结合具体的操作程

序与要求，确定劳动定额。使用统计分析法应符合以

下几个条件：

（1）企业应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成熟企业；

（2）企业组织机构完善，已经进行定内设机

构、定岗位设置等前期工作；

（3）企业流程顺畅并基于特定的科技水平；

（4）企业有一定年限的统计数据积累做参考；

（5）企业岗位职责较清晰，岗位职责和对工作

质量的数求没有明显变化；

（6）统计年度内该岗位的人员在数量上合理，

质量上满足岗位任职要求。

2      用统计分析法确定燃气户内检修工劳动定额

2.1  H公司户内检修工工作职责及特征

H公司已有35年历史，2011年民用户已达77万

户，且每年以10万户的数量增长，是一个成熟的规模

企业，企业组织机构完善，流程顺畅，每个岗位都有

明确的岗位说明书，工作职责清晰，统计数据较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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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具备了使用统计分析法进行劳动定额测算的前

提。

H公司户内检修工岗位职责在统计年度内未做过

较大的调整，主要负责老用户的维修、改管、零星安

检、特殊上门服务、以及新用户的点火工作。除老员

工退休、因工作需要增加必要的新技工外，在岗人员

稳定，流动性小，岗位员工工作有较强的连续性，员

工工作技能稳定。

2.2  H公司燃气户内检修工岗位相关统计数据

2.3  根据统计数据绘制相应图表

由图1可知，随着用户数的增加，燃气户内检修

工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且图1很容易让我们认为户内

检修工人数与用户数呈线性增长关系，为验证其线性

相关性，我们把5个点连接的四条线段的斜率分别标

注为K1、K2、K3、K4，则

K1=（160-146）/（138.68-124.99）=1.0226

K2=（146-132）/（124.99-110.00）=0.9339

K3=（132-120）/（110.00-95.51）=0.8282

K4=（120-108）/（95.51-82.47）=0.9202

由于四条线段的斜率相差较大，如果用线性回归

来估算总用户数与人数之间的关系，会与实际有较大

差异，结果将会不准确。因此线性回归方法显然不是

估算户内检修工服务定额的最佳方法。

由图2可以发现，随着用户数的增加，燃气户内

检修工人均服务户数也在不断提高，即服务效率会

随着总户数的增加而提高，而效率提高的增加值却

在减小。

由图3可以发现，由于人均服务户数与每万户配

置人数呈倒数关系，随着用户数的增加，每万户配置

人数呈下降趋势。

2.4  根据图表判断函数关系

出现图3现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员工的服务技能得到提高，使得户均服务

时间缩短而导致效率提高；二是企业管理的改善和流

程的优化而导致服务效率的提高；三是报修量并非随

岗位名称 燃气户内检修工

统计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末用户数（万户） 77.36 87.58 103.44 118.55 131.44 145.93 

年度用户数=（年初+年末）/2 82.47 95.51 111.00 124.99 138.68 

年度平均人数（人） 108 120 132 146 160

人均服务户数（户/人） 7 636.08 7 893.51 8 408.81 8 561.19 8 667.73 

每万户配置人数（人/万户） 1.3096 1.2669 1.1892 1.1681 1.1537 

表1  H公司部分统计数据

图1  年度用户数与年度平均人数关系图

图2  年度用户数与人均服务户数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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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户数的增加而线性增加，而是随着总户数的增加，

每万户的报修量有所下降；四是在城市区域即定的情

况下，随着总用户数的增加，用户的居住密度增加，

户均路途距离缩短，服务人员在途时间缩短，从而提

高了效率。当然上述分析只是基于对图2、图3现象的

归因推理，要找出准确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数

据支持。

如果把图3各点连接起来，将形成一条曲线，如

图4。这条曲线中，随着用户总数的增加，每万户的

配置人数呈递减趋势，这条曲线是一条较为明显的指

数曲线，与学习曲线十分接近。

学习曲线是指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连续进行

有固定模式的重复工作，工作效率会按照一定的比率

递增，从而使单位任务量耗时呈现一条向下的曲线。

学习曲线效应是在以下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

的：一是熟能生巧，连续进行有固定套路的工作，操

作会越来越熟练，完成单位任务量的工作时间会越来

越短；二是规模效应，生产10件产品与100件产品所

需要的生产准备时间、各生产环节间的转换时间是一

样的，因此一次生产的产品越多，分摊到每件产品上

的准备时间和转换时间越少，单位生产效率越高。学

习曲线大致如图5所示。

用来表示学习曲线的数学模型很多，一般认为指

数函数最能表示学习进步的现象，我们不妨按指数函

数建立如下学习曲线模型：

y=axm

y——每万户配置人员数；

a——第一万户配置的人员数

x——总用户数；

图3  年度用户数与每万户配置人数的关系图

图4  每万户配置燃气户内检修工人员曲线

图5  单位产品实际消耗时间递减曲线（学习曲线）

年度（共5年，n=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总用户数x （1） 82.47 95.51 111 124.99 138.68 552.65

每万户配置人员数y （2） 1.3096 1.2669 1.1892 1.1681 1.1537 6.0875

lgx （3） 1.9163 1.9800 2.0453 2.0969 2.1420 10.1806 

（lgx）2 （4） 3.6722 3.9206 4.1833 4.3969 4.5882 20.7612 

lgy （5） 0.1171 0.1027 0.0753 0.0675 0.0621 0.4247 

lgxlgy （6） 0.2245 0.2034 0.1539 0.1415 0.1330 0.8563 

表2  根据H公司部分统计数据计算相关参数

每万户配置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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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学习系数，也称学习率；

对 上 述 指 数 函 数 曲 线 模 型 两 边 取 对 数 ： 

         lgy=lga+mlgx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联立方程组：

∑lgy=nlga+m∑lgx
∑lgxlgy=lga∑lgx+m∑（lgx）2

将上表数据代入两个方程组：

0.4247=5lga+10.1806m
0.8563=10.1806lga+20.7612m
解得：lga=0.6174，则a=100.6174=4.1438

m=-0.2615

则当企业总用户数为x 时，每万户配置燃气户内

检修工人数y的曲线方程为：

y=4.1438x-0.2615

为了验证曲线模型的准确性，我们不妨把2012年

度~2016年度的用户数代入模型，计算理论人数与实

际人数的差异，结果发现理论人数与实际人数误差很

小，这一方面验证了曲线模型的准确性；另一方面，

也告诉我们每一年度在燃气户内检修工岗位的人员配

置上还存在超编或缺编现象。

3      劳动定额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3.1  为企业定编定员提供依据

定编定员是企业岗位管理工作的一个难点，难

就难在容易陷于因为缺乏理论方法而只能“拍脑袋”

设计编制的误区。有了科学的劳动定额，就可以依据

劳动定额来进行定编定员。例如表3中，知道了每万

年度
年度

用户数x
每万户应配置人数
y=4.1438x-0.2615

当年应配置
理论人数

理论人数
向上取整

实际在岗
人数

差异
（超缺编）

公式 （1）
（2）=

4.1438*（1）-0.2615

（3）=
（1）*（2）

（4）=
INT（3）+1

（5）
（6）=

（5）-（4）

2012 82.47 1.3070 107.7912 108 108 0

2013 95.51 1.2602 120.3582 121 120 -1

2014 111.00 1.2116 134.4839 135 132 -3

2015 124.99 1.1745 146.8026 147 146 -1

2016 138.68 1.1430 158.5118 159 160 +1

表3  根据曲线方程验算H公司理论人数与实际在岗人数的差异

户配置户内检修工曲线方程，就可以精确的测算出当

用户增加到某一水平时，燃气户内检修工应配置的

定编定员人数。例如，H公司2016年度平均服务用户

数为138.68万户，其燃气户内检修工定员人数应为：

4.1438*138.68-0.2615=159人。

3.2  为下一年度制定人员需求计划、培训计划、人工

成本控制计划提供依据

有了劳动定额，应可以根据企业发展预测下一年

度的总用户数，根据总用户数测算出下一年度的人员

需求，进而编制年度人员需求计划、招聘计划、培训

计划、人工成本控制计划等。

3.3  为企业制定中长期人力资源规划提供参考

有了劳动定额，还可以制订企业中长期人力资源

需求计划，并据此制定中长期人才培训培养规划、晋

升规划、薪酬规划等，为企业编制、完善中长期战略

规划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由于各企业的情况差别，企业的实际情况本身也

在不断变化，劳动定额不可能一成不变。当企业业务

流程变化、岗位职责调整、先进工具应用时，都会影

响到企业的效率的变化进而带来劳动定额的变化。因

此，不同企业的劳动定额会有所不同，同一企业不同

时期的劳动定额也会有所不同，劳动定额是一个动态

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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