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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驱动的基层管理——分层与模块化设计方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广东江门 52900

梁荣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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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AI）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和组织在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方面面临着多重挑战。借鉴计

算机分层架构和模块化编程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基层管理组织设计方法，以期为适应 AI驱动的工作模式提供一条

可行的路径。通过对无线网络维护和施工管理两个领域进行分析，将组织架构划分为计划管理层、监督支持层和操

作执行层，并对监督支持层进行模块化设计，依据 AI替代的难易程度对各模块进行分类。此设计旨在逐步引入 AI

技术，以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灵活性，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同时确保操作的标准化和连续性。希望能够为相关

领域的实践提供借鉴，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不断进行验证和优化，以更好地应对 AI技术带来的复杂挑战。

关键词：人工智能；基层管理；分层；模块化；平滑过渡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和组织正面

临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涉及技术，还涉及组织架构

和管理模式。AI技术在提高生产力、优化流程和降低成本方

面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然而，如何平滑过渡到AI驱动的工

作模式，增加AI应用比例，减少对人力的依赖，仍然是一个

复杂的挑战。

许多现有文献已经探讨了AI对工作的影响及重要性[1-5]，

普遍认为通过培训提升员工使用AI和自动化工具的技能是

有效的途径。例如，蔡迎春等人指出，数智时代的人工智能

素养包括内涵、框架与实施路径[1]。徐迎庆等人也探讨了人

工智能在设计产业中的应用及发展[2]。然而，尽管培训确实

是提升AI应用的一种有效方法，仅靠培训不足以解决组织结

构调整和AI技术深度融合的问题。

关于如何通过调整组织架构来实现AI在工作中的有效

切入，相关讨论相对较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计算机分层架构和模块化编程思想的基层管理组

织设计方法。计算机系统中的分层架构是一种将复杂系统分

解为不同层次，每一层次具有特定功能和职责的设计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管理复杂性，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和扩展

性[6-7]。同样，模块化编程是软件工程中一种将系统划分为

多个功能模块，每个模块可以独立开发、测试和维护的设计

方法[8-9]。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有助

于实现逐步改进和扩展。

以无线网络维护为例，将组织架构划分为操作执行层、

监督支持层和计划管理层。监督支持层进一步细化为独立功

能模块，并按照AI替换的难易程度进行划分，逐步引入AI

技术。通过这种分层与模块化设计方法，期望能够帮助企业

在向AI驱动的工作模式过渡时，更加平滑高效。希望这能为

其他组织提供一些借鉴，提高效率和灵活性，减少对人力的

依赖，确保操作的标准化和连续性。

2 计算机分层与模块化编程思想

计算机分层和模块化编程是构建和维护复杂系统的两

种重要设计思想。在分层结构中，系统被分解为若干层次，

每层次负责特定功能，通过明确的接口进行通信和交互。分

层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将复杂系统分解为较小、相互关联的子

系统，每个子系统负责一个特定功能。这种方法有助于降低

系统的复杂性，同时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模块化编程将系统划分为多个独立模块，每个模块有明

确的功能和接口，可以独立开发、测试和维护。模块化编程

的核心思想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更小、更易管理的部分，通

过清晰的接口将这些部分组合起来。这种方法提高了代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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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用性、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同时促进了团队协作和开发效

率的提升。

通过应用计算机分层和模块化编程思想，开发人员可以

更加灵活地组织和管理代码，降低系统复杂性，提高系统可

维护性和扩展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性和变化性。

3 AI 驱动的基层管理架构设计原则

借鉴计算机和软件工程领域的成功经验，将基层管理结

构分层和模块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引入AI技术的趋

势。

3.1 分层设计原则——接口明确

分层设计的首要任务在于明确各层次的目标与职责。通

过清晰的层次划分，可以有效识别适合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

术介入的任务，以及需要保留人力操作的任务。如图1所示，

将基层组织架构分为“计划管理层”“监督支持层”和“操作执

行层”。

其中：计划管理层负责制定策略、规划资源和评估绩效，

需要高度的判断力和经验；监督支持层负责监督和支持操作，

适合引入自动化工具和AI技术以提升效率；操作执行层执行

具体任务，部分任务可通过自动化提高效率，但仍需保留人

力以应对复杂情境。

这种分层方式有助于识别可被自动化或人工智能替代

的工作。例如，计划管理层的复杂决策与策略制定仍需人力

主导，而监督支持层的实时监控与数据分析可逐步引入自动

化工具与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与准确性。

分层设计的关键在于确保层次间接口的明确定义。这些

接口包括数据流、控制流及通信协议，以确保各层之间的无

缝协作与信息共享。

图 1 分层设计示意图

3.2 模块化设计原则——低耦合

模块化设计原则是基于分层原则的基础上，将系统分解

为多个独立的功能模块，每个模块执行特定的任务。这种方

法不仅便于管理和维护，还能实现灵活的功能替换。

模块化设计要求各模块尽可能保持独立性，这意味着需

要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将图2所示的高耦合系统优化为图3

所示的低耦合系统。通过这种调整，可以在必要时独立替换

或升级某个模块，而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例如，故障检

测模块可以独立升级为AI驱动的监控系统，而无需对设备配

置模块进行任何更改。

图 2 高耦合性系统，系统中各模块间相互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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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耦合性系统，系统中各模块间相对独立

3.3 AI驱动的基层管理架构设计

通过两个典型案例——无线网络维护与建设施工，探讨

如何通过分层和模块化设计对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以实

现AI和自动化技术的高效集成和顺利过渡。

3.4 无线网络维护的基层管理架构设计

3.4.1 无线网络维护的工作及其分层设计

无线网络维护不仅涉及突发故障的处理，还包括日常检

查和优化，确保网络的稳定可靠。该工作主要包括：故障识

别与修复、设备拆装与配置、维护与优化、资源与资产管理

以及报告与沟通。这些工作中，部分可以实现自动化或通过

人工智能来完成，部分工作如果采用人工智能来完成则具有

高风险或者高成本。将整个无线网络维护工作分为计划管理

层、监督支持层和操作执行层。

（1）计划管理层

计划管理层负责无线网络维护的整体策略制定和资源

规划，其核心任务包括创建详细的维护方案、分配所需资源、

设定绩效标准，并进行技术指导和客户沟通。由于该层的工

作需要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市场变化和资源协调等复杂因素，

完全依赖自动化存在高风险，因此，计划管理层的工作依赖

于经验和判断力，完全自动化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或缺乏灵

活性。

（2）操作执行层

操作执行层负责现场的无线网络维护，严格遵循标准化

操作流程，确保任务高效完成。其核心任务包括故障识别与

修复、定期维护、设备调整与配置、信息收集和物流管理。

操作执行层主要依赖人力劳动。尽管自动化技术可以提高某

些方面的效率，但全面自动化会显著增加成本，包括设备采

购、安装、维护费用，以及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和管理。此外，

网络维护任务地理位置分散，自动化设备需要多地部署，进

一步增加成本和复杂性。因此，尽管自动化可以提高部分任

务的效率，但操作执行层仍然依赖人力的灵活性和判断力。

（3）监督支持层

监督支持层介于计划管理层和操作执行层之间，负责监

督和支持操作执行层的工作，确保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该层的主要职责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和系统对接。由于监督支

持层的工作内部流程相对固定，智能化和自动化的风险较低，

因此是人工智能替代的优先选择，能够有效提高维护工作的

质量和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3.4.2 监督支持层的模块化设计与智能化改造

监督支持层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和支持操作执行层的维

护工作，确保维护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为实现高效智能化过渡，该层的工作被模块化处理，每

个模块可以独立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实现智能化升级。

表1展示了各模块的任务描述、计划使用的智能化技术、自

动化难度以及实施阶段。

表 1 无线网络维护中，监督支持层各模块的任务描述和自动化实施难度

模块 任务描述 智能化技术 自动化难度 实施阶段

技术指导 为操作执行层提供技术支持，处理复杂问题，确保操作精准性知识图谱、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助手 高 高级阶段

复杂的现场操作 处理现场疑难问题，配置无线网络设备，确保网络安全稳定 远程操作机器人，增强现实（AR）技术 高 高级阶段

客户沟通 建立与客户的沟通渠道，反馈问题，提供报告，收集反馈 聊天机器人，自动化报告生成工具 中等 中级阶段

质量控制 审查维护工作，提出改进措施，确保服务质量提升 自动化质量审查工具，机器学习算法 高 高级阶段

工作监督 管理和跟踪维护任务的分配与执行，评估工作绩效 项目管理软件，绩效评估算法 中等 中级阶段

性能监测 实时监测网络性能，分析数据，确保关键指标正常 监控软件，机器学习算法 低 初级阶段

数据录入 记录维护活动和故障处理过程，管理维护数据库 自然语言处理（NLP），数据库管理系统 低 初级阶段

数据统计与分析 汇总和整理维护数据，通过分析识别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高级数据分析工具，机器学习算法 中等 中级阶段

初级阶段主要针对数据录入、性能监测和数据统计模块，

这些模块技术成熟，自动化难度较低，适合在早期阶段进行

智能化改造。

中级阶段涵盖客户沟通、工作监督以及数据统计与分析

模块。这些模块通过引入聊天机器人、项目管理软件和高级

数据分析工具，逐步实现智能化，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高级阶段重点改造技术指导、复杂的现场操作和质量控

制等模块。这些模块任务复杂且关键，自动化难度较高，将

在初级和中级阶段完成后进行，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

通过这种模块化设计和分阶段实施策略，监督支持层能

够逐步实现智能化改造，提升维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从而

确保无线网络的高效稳定运行。

3.5 基站建设的基层管理架构设计

3.5.1 管理架构的分层和模块化设计

同样，分层和模块化的设计同样可以应用于施工管理，

以通信基站建设的施工管理组织架构为例，通信基站建设组

织架构的设计如图4所示，组织架构依然分为“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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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监督支持层”以及“操作执行层”三层。

其中，计划管理层的工作内容包括“干系人管理”“需求

范围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成本、进度、质量管理”“采购管

理”和“风险管理”；监督支持层的工作内容包括“数据分

析”“成本分析”“技术支持”“沟通支持”“进度监督”“安全监

督”“质量监督”和“物资管理”；操作执行层的工作内容包括

“问题反馈”“任务执行”“现场安全举措”“物流”。

图 4 通信基站建设的施工管理组织架构设计

3.5.2 监督支持层的智能化改造策略

监督支持层在通信基站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桥梁

作用，既连接了计划管理层的宏观决策与操作执行层的具体

实施，又通过实时监控和支持，确保各项任务按照既定计划

顺利进行。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技术支持，监督支持层能够及

表 2 施工管理中，监督支持层各模块的任务描述和自动化实施难

时识别和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在进度、成

本和质量方面都能达到预期目标。

    为进一步优化这一过程，并提升管理效率和施工质量，

监督支持层的各模块工作内容及其相应的智能化改造策略详

见表2。
度

模块 任务描述 智能化技术 自动化难度 实施阶段

数据分析
对施工过程中的各类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识别问题和趋势，生成预测

性分析报告
高级数据分析工具，机器学习算法 中等 初级阶段

成本分析 自动化成本追踪与分析，预测成本超支风险并提供优化建议 AI 驱动的成本管理软件 中等 中级阶段

技术支持 提供实时技术支持，解决施工中的复杂问题 专家系统，增强现实（AR）技术 高 高级阶段

沟通支持 管理和优化项目团队之间的沟通流程，确保信息传递准确及时 智能沟通平台，聊天机器人 中等 初级阶段

进度监督 实时跟踪施工进度，生成进度报告并提醒延迟风险 项目管理软件，自动化进度监控系统 中等 中级阶段

安全监督 监控施工现场安全状况，自动识别安全隐患并发出预警 Al 安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和传感器数据 中等 中级阶段

质量监督 对施工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和评估，自动检测偏差并提供修正建议 自动化质量检测工具，机器学习算法 高 高级阶段

物资管理 实时跟踪施工物资的使用和库存情况，优化物资调配 物联网（IoT）技术，库存管理系统 中等 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数据分析、沟通支持和物资管理模块将率先进

行智能化改造。通过使用高级数据分析工具、智能沟通平台

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初步的自动化，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和沟

通、物资管理的准确性。

成本分析、进度监督和安全监督模块将在中级阶段实施

智能化改造。借助AI驱动的成本管理软件、项目管理软件和

自动化安全监控系统，逐步实现施工管理的智能化，确保项

目成本、进度和安全得到有效控制。

技术支持和质量监督模块将在高级阶段进行改造。这些

模块将通过引入专家系统、增强现实技术和自动化质量检测

工具，进一步提升技术支持的响应能力和施工质量的控制水

平，确保基站建设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通过这些智能化改造策略，监督支持层的各项工作将实

现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显著提升通信基站建设的管理

效率和施工质量。

4 总结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和组织在技

术、架构及管理模式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借鉴计算机分层架

构和模块化编程的思想，文章提出了一种基层管理组织设计

方法，希望能够为企业在过渡到AI技术的过程中，提供一种

平滑且高效的转型思路。通过将组织架构划分为计划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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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支持层和操作执行层，并进一步将监督支持层进行模块

化处理，期望企业能够逐步引入AI技术，在提升运营效率与

灵活性的同时，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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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riven grassroots management: layered and modular desig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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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are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n their management model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concepts of computer layered

architecture and modular programming to propose a grassroot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 method, aiming to provide a

feasible path for adapting to AI-driven work mod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wo specific fields—wireless network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planning management, supervisory support, and

operational execution. The supervisory support layer is further modularized and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AI

replacement in each module. This design aims to gradually introduce AI technology, enha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reducing reliance on human resources, and ensur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continuity of operations. This exploration is intended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related fields, but it will require ongoing validation and optimization in real-world

scenarios to better address the complex challenges posed by AI technolog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assroots management, Layering, Modularization, Smooth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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