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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供应链上下游协同信息化平台为基础，对电工装备智慧物联业务中的物资品类管理中心运行模式

展开研究。梳理物资品类管理中心的建设情况，明确品类管理中心的功能定位及运营目标。对品类管理

中心的运营模式、职责分工、运营内容、管理要求等内容进行研究，并完成电工装备智慧物联物资品类

管理中心运营的落地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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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operative information i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latform of material category 
management center in SIoT (Internet of Things), this paper researched on operation model of the 
category management center of SIoT in Power & Electronic Equipments Company. Through ana-
lyzing the operation situation of category management center, the writers defined the functions of 
the Category Management Center and goals of operation. Furthermore, by studying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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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division of duties, operation process, and management responsivities, the category man-
agement center of SIoT in company is op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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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网企业中，物资的生产制造与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平台中承担运维管理业务的物资品

类管理中心进行建设优化是电工装备行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通过采集供应商产品生产、质量控制、成品试验，以及需求单位产品交换、抽检验收、履约结算、

运行质量等信息将电工装备企业机器设备有机连接，同时将内部检测数据、设备运行缺陷数据反馈到招

标采购和生产制造环节，以物资品类管理业务的运营模式优化为核心，基于品类管理中心的作用、运营

目标和运营内容三大内容，从源头提升设备采购和生产质量。 

2. 相关理论 

2.1. 物联网 

物联网定义 IOTs一词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自动识别(Auto-ID)中心联合创始人Kevin Ashton提出。 
当前，ISO/IEC 将 IOTs 定义为：一种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互联的基础设施，结合智能服务，使其能

够处理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并作出响应。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也
给出了 IOTs 的定义：让每个目标物体通过传感系统接入网络，实现从随时随地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

扩展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按需进行的信息获取、传递、存储、认知、决策、使用等服务[1]。 

2.2. 品类管理理论 

按照美国食品营销协会的定义，“品类”是“易于区分、能够管理的一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在满

足自身需要时，认为该组产品或服务是相关的和(或)可以相互替定的”。品类管理是一个把品类作为战略

业务单位来管理的，着重通过满足消费者需求来提高生意结果的流程[2]。 

3. 品类管理中心的运营目标及其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品类管理中心作用，高效实现品类管理中心建设目标，根据建设背景及功能定位，品

类管理中心应围绕以下几个目标有序开展运营工作。 
一是建立完善业务管理体系。围绕品类管理中心功能定位，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工作机制，梳理业

务流程，制定管理标准，尽快实现品类管理中心业务的常态化运作。 
二是持续跟进供应商接入。随着品类管理中心建设及试点运行，不断优化完善品类管理中心接入标

准，并做好新增供应商的动态接入工作。 
三是不断推进品类管理中心扩展建设。广泛收集内外部需求，从品类管理中心功能、接入品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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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系统集成等方面对品类管理中心进行优化完善，促进系统更新迭代。 
四是无缝衔接现有核心业务。品类管理中心建成投运后，相关供应、监造、抽检、资质业绩核实、

供应商评价以及招标采购等管理工作的适应性调整和创新要同步协同推进，实现与现代智慧供应链的有

机融合。 
五是充分挖掘品类管理中心数据价值。供应链生态圈相关各方,要充分利用品类管理中心工艺、试验、

质量、进度等大数据信息,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提升电网设备质量，并形成良性循环，带动整个电工装

备生态圈实现大提升、大发展。 
品类管理中心作为电网企业物资管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其功能定位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作为用户工程供需双方实时交互平台，为内外部用户提供一站式的订单质量、进度跟踪服务。 
（2）作为电工装备供应链的对外延伸环节，构成生态圈与供应商之间的重要协同板块，实现内外部

信息协同、共享，为供应链高效运行及生态圈全面建设提供支撑。 
作为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先行先试的落地系统，为新的业务管理提升及技术研发应用提供落地应

用条件。 

4. 运营中心建设方案 

4.1. 职责分工及标准体系 

为了充分保证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品类管理中心的运行能够正常展开，根据运营目标以及相关运

营内容，需要对各单位进行职责划分。其中主要的参与方有归口管理部门、运维实施团队以及供应商等。 
归口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品类管理中心运营，并对相关业务的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协调运营相关

事宜，同时开展相关业务指导监督及协调工作，并对各项运营业务运行情况监控； 
运维实施团队：负责系统的基础配置、日常运维等工作； 
供应商：负责提供系统所需数据，并对系统发出的问题告警进行处理反馈。 
针对现有标准体系，建立完善的制定、发布、修订及应用等全过程管理机制，确保满足品类管理中

心发展的需求。 
(1) 标准类型内容 
业务管理标准：制定系统运营相关所有业务的职责分工、业务流程及管理要求等内容，并形成相应

的管理制度，为品类管理中心业务运营提供指导。 
系统接入标准：主要包括接入通用标准、接入数据标准、接入技术标准及接入评价标准。 
订单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订单监测标准及订单评价标准。 
(2) 标准制定完善 
标准制定完善主要由物资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内外部单位配合参与主要包括标准制定、标准修编及

标准发布等工作。应根据品类管理中心的业务需求及升级扩展，同步开展标准制定、修编及发布工作，

以满足平台高效运营的需要。 
(3) 技术标准应用 
标准落地应用主要由运维实施团队负责。针对新发布的技术标准，进行相应的系统功能升级改造，

确保相关标准在品类管理中新的落地应用。 

4.2. 平台日常运作 

4.2.1. 品类管理中心日常业务主要包括平台核心业务、角色权限管理及供应商接入管理等 
(1) 核心业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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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建设现状，围绕四大核心功能模块，明确职责分工，梳理业务流程，有序开展各项品类管

理中心业务。 
其中四大核心功能模块分别为：数据台、订单监控、告警中心和物联管理。 
数据台：作为品类管理中心的运行总览及数据可视化模块，为各种角色的系统用户了解系统的整体

运行状态及开展相关业务数据统计分析提供直观、高效的可视化界面； 
订单监控：以采购订单为主线，通过订单和物流模块，实现全过程实时信息跟踪，为物资生产制造

过程中的质量、进度管控提供有力支撑； 
告警中心：通过质量告警、进度告警等功能为用户第一时间提供质量及进度问题提示，帮助供需双

方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线上协同处理； 
物联管理：针对物联设备以及生产制造相关数据码点进行远程管理，查看物联设备的接入及运行状

态，以及码点的数据传输情况。 
(2) 角色权限管理 
建立系统角色权限管理，根据职责分工制定账户权限申请审批流程，根据用户对象设置系统角色，

明确角色职能，明确角色、岗位与权限对应关系。 
(3) 供应商接入管理 
根据品类管理中心运营计划，有序开展供应商接入工作，实现从接入标准发布、供应商咨询辅导、

接入申请受理、供应商接入评估及接入实施及验收等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4.2.2. 品类管理中心系统运行维护主要包括品类管理中心侧运维及工厂侧运维 
(1) 品类管理中心侧运维 
按照运维方案，对品类管理中心侧相关软硬件进行运行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础设施运

维、硬件设备运维、系统运维和应用运维。 
(2) 工厂侧运维 
工厂侧运维主要由运维实施团队牵头实施，供应商参与配合。主要是指围绕物联网关开展的相关软

硬件运维工作，确保网关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及转发等功能的正常运作。具体包括软硬件升级、运行

检查、故障处理和安全保障等工作。 

4.2.3. 在品类管理中心自身业务运作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汇聚、分析及应用，为内部用户、 
供给侧及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数据增值服务 

(1) 内部用户 
一是为供应链管理各专业提供智慧物联数据服务。将品类管理中心数据应用于招标采购、质量监督、

物资供应、合同履约等业务环节，实现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内外部贯通。二是为建设、运检等专业提供工

厂侧数据，实现跨专业的协同联动。 
(2) 供给侧用户 
根据用户权限，将品类管理中心数据共享给相关接入供应商。包括质量评价、同业对标等信息，为

供应商强化质量管控手段、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可根据供应商需求提供定制化数据服务，以

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实现数据价值创造。 
(3) 第三方用户 
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第三方用户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借助供应链生态圈平台，整合电工装备智慧物

联、透明实验室、第三方物流平台等板块，基于生态圈各方跨界融实现数据价值二次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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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升级扩展 

为了满足品类管理中心的持续应用与发展，基于品类管理中心建设规划及内外部业务需求，对系统

开展升级扩展。实现品类管理中心系统的持续更新迭代。 
品类管理中心功能升级：一是针对品类管理中心现有功能，进行升级优化，有效提升业务运作效率；

二是对品类管理中心功能进行新增、整合及精简，确保品类管理中心功能的先进性、高效性。 
接入品类扩展：在目前现有的接入品类的基础上，结合前期建设成果，满足不断扩展新的品类接入

需求，开展新增品类的接入可行性分析及技术方案编制，并开展品类管理中心的相关功能扩展。 
系统集成扩展：基于品类管理中心自身建设基础，开展品类管理中心与现有核心业务系统的集成建

设，实现内外数据贯通及交互，支持内网数据的实时获取及品类管理中心数据的汇聚应用。 

4.4. 运营资源保障 

为了支撑品类管理中心高效运营，需要做好相应的资源保障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品类管理中心各

层级的资源保障主要包括：品类管理中心建设改造、品类管理中心运行维护、供应商接入实施及品类管

理中心建设成果展示等方面。拟选择规模较大、业务范围较广的供电公司作为项目单位。 
(1) 品类管理中心建设改造 
主要包括品类管理中心、品类管理中心及工厂侧涉及的相关咨询研究、科技研发、信息化建设等相

关建设改造工作。 
(2) 品类管理中心运行维护 
主要包括品类管理中心及工厂侧涉及的运维检查、故障维修等相关运行维护工作。 
(3) 供应商接入实施 
主要包括工厂侧供应商接入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技术支撑、现场评估、网关部署及接入验收等工作。 
(4) 品类管理中心建设成果展示 
主要包括品类管理中心涉及的相关宣传、展示、汇报等工作。 

5. 结语 

电工装备智慧物联业务运营模式的落地应用需要根据运营中心建设目标不断完善运营中心各个模块

系统的组建。电工装备智慧物联业务对于电工装备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企业的发展和

业务的不断优化，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的发展终将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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