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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电网物资协议库存管控业务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并以某电网企业为例，从多个角度对其备货业务

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在明确了业务痛点的基础上，对电网物资协议库存管控业务优化的方向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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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n the business of power agreement inventory stock 
control. By taking a power grid enterprise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prob-
lems of the stock control busines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Based on the business pain points,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optimal direction of the business of power agreement inventory stock con-
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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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网企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不论是国家、企业还是普通百姓，都对电力有着与日俱增的使用需

求，而这一现象也对电网企业的供应商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满足电网企业对

电力物资的使用需求，是目前电网企业与供应商们亟需考量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协议库存管

控也越来越备受重视，通过对供应商生产供货的库存情况进行把控，能够有效满足电网企业的物资供应

需求。 

2. 供应商管理库存发展背景 

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概念其实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有人提出，只是该理论在国内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不过我国也已有多位学者对供应商管理库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与论述。比如马士华曾在对供应链的研究

中，阐述了库存管理问题、供应商管理库存等，只是并未做出深入的研究。在供应商管理库存系统中，

供应商与零售商建立伙伴关系，两者共享零售商的库存数据和销售信息及目前的存货水准，供应商根据

这些数据和信息再依据预先制定的存货水准对零售商进行补货。在连续补货的环境下，供应商不再是被

动的执行零售商的订单，而是主动地为零售商补货或提出建议性的订单，以降低补货成本，提高供货速

度和准确性，降低库存水平[1]。 
另外，CPFR 作为一种协同式的供应链库存管理技术，也和供应商管理库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CPFR

是在共同预测和补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共同计划的制定，即不仅合作企业实行共同预测和补货，同

时将原来属于各企业内部事务的计划工作(如生产计划、库存计划、配送计划、销售规划等)也由供应链各

企业共同参与，利用互联网实现跨越供应链的成员合作，更好地预测，计划和执行货物流通[2]。 

3. 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概述 

电网企业为了提升物资供应的响应速度，优化库存结构，以供应商库存管理理论作为基础，形成了

协议库存供应商库存管理。协议库存是指电网企业作为物资需求单位，对未来一定时间内的物资需求进

行预测，对需求物资制定标准的技术规范以及物料编码并进行分类，通过招标的形式确认需求物资供应

商，最后与供应商签订框架采购协议，由需求单位进行具体的物资需求申请，按照协议直接分配给供应

商。通过协议库存的方式，供应商会提前进行生产，将需求物资备货在自己的仓库内，因此当需求单位

有物资使用需求时，供应商能够直接进行供货，从而缩短了供应周期，为工程建设争取时间，同时需求

单位自身库存压力也会降低，减少运营的成本[3]。 
随着电力企业的不断发展与业务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现有协议库存的供应商数量大且分布范围广，

目前的协议库存供应商能够稳定保持在 100 家以上，并且每年还会有数个批次新增协议库存供应商，这

对协议库存备货核查带来了较大的业务压力，因此对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管控策略进行优化已经到达了

刻不容缓的阶段。此外，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在低压业扩以及架空线入地重点工程等一系列项目物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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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压力较大，尤其是线路、塔材类等物资时长遇到需求高峰，因此如果协议库存供应商库存储备不充分，

将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 

4. 某电网企业供应商备货现存问题 

从协议库存采购的模式来进行分析，可以清晰的发现协议库存采购的优势就是在于能够提高物资供

应效率，减少需求单位的库存压力。但是协议库存采购本身对需求单位和供应商也存在一定的要求。 
对供应商而言： 
1) 备货物资积压 
需求单位的物资需求预测是根据往年的供货数据来进行分析预测的，其准确度存在一定的偏差，虽

然每年的大部分通用类物资的使用需求较为稳定，预测结果较为准确，但仍然存在一部分个性化物资的

需求在跟随每年的业务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另外，在招标采购阶段，合同上对物资的规格型号也不够精

准。因此，供应商在备货过程中，依旧会存在备了货但用不上的问题，较常使用的物资备货数量少、不

常用的物资备货数量多或是备货物资的型号规格不对，导致了物资供应的短缺或是备货物资的长期积压。 
2) 资金占用压力 
与此同时，让供应商提前进行备货，本身就使供应商增加了资金占用的压力，而按照协议要求，供

应商应根据中标总金额的 20%来进行生产备货，而目前部分供应商为了能够减少自身资金压力，存在执

行不到位的情况，执行比例无法达到 20%。 
3) 备货真实性缺失 
另外，部分供应商为了减少资金占用及物资积压的压力，时常将协议库存物资挪作他用，当其他工

程项目有需求时，只要协议库存内物资的型号规格与其他工程项目需求一致时，则将原本是协议库存的

物资给到该项目工程单位，而这样一来，协议库存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对需求单位而言： 
虽然想要通过协议库存的方式提升物资供应效率，但由于多方面举措的不完善，使得协议库存的作

用变得不够明显。首先根据上述供应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可以得知，供应商最关注的问题点在于提前生

产的物资能否及时被下单领用，资金流占用能否尽快得到解决，也就是说需求单位是否能尽快进行付款，

而需求单位能否满足供应商的需求，帮助其解决这一问题是关键所在。 
1) 订单分配不均匀 
对协议库存采购整体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发现需求单位在对协议库存订单进行分配时，主要根据中

标供应商的中标金额进行分配，金额大的供应商会被优先分配，这样一来，会出现大量订单先分配给金

额大的供应商，而金额小的供应商在上半年几乎没有订单，资金占用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因此相比于

这种分配方式，采用扇形分配，根据比例对所有供应商同时进行订单分配，能够有效改善这一问题。 
2) 需求预测不准确 
另外，在前文中也有提到，需求单位在做物资需求预测时的精确度不够高，以及招标阶段对合同内

的物资规格型号没有做精确的划分，也都导致了供应商的备货物资积压或短缺。只有在解决了外部因素，

满足了供应商想要快速回款的需求基础上，物资需求单位再通过一系列措施对供应商的备货情况进行管

控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3) 监督力度较为薄弱 
目前该电力企业对协议库存供应商的备货情况开展了定期核查，但是在核查的有效性真实性方面并

不能得到保障，主要原因则是需求单位在对协议库存物资备货情况核查后，无法有效的锁定该批物资，

无法判断是否该批物资被供应商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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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应商备货管控业务的优化方式 

在明确了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管控业务的现存问题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后，便可以开展业务的具体

优化工作。 
1) 从客观角度帮助供应商进行精准备货 
首先对招标采购阶段的问题进行优化，电网企业可以召集相关专家，对协议库存采购的物资范围进

行划分，哪些是通用性较强，适合进行协议库存采购的。同时，对合同内的物资类别、规格型号进行更

加精准的描述，帮助供应商能够精准备货。其次在完成招标后，可根据不同供应商的中标金额、规模以

及生产能力，对订单分配采用扇形分配，按照同等比例，同时对各家中标供应商下订单，以此保证不会

出现部分供应商接不到订单，只能一直备货而产生大量的资金占用。以这两点为前提，从客观角度上可

以帮助供应商尽可能的实现精准备货，从而解决资金占用的问题。 
2) 通过有效手段提升供应商备货真实性 
但是从供应商角度来说，单单解决备货生产前的问题还不够。因为对于任何一家供应商而言，他们

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进行自由生产，而不是被协议框架所约束。因此，在供应商履约期间，需求单位是

否能够做好备货核查的监督工作也是关键所在。 
在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核查业务中，需求单位是否能够精准锁定已核查的协议库存物资尤为重要。

需求单位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将核查物资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对核查物资的规格型号、出厂编号等

信息进行锁定。 
通过实物 ID，为每一台设备贴上标签编码，便于在系统中进行跟踪。同时也可以在供应商的仓库内

划分专用区域，用于堆放协议库存物资，在堆放区域周围设置相应的电子围栏，当协议库存物资进入或

离开围栏区域时，通过 RFID 对设备的出入信息进行记录。通过这些数字化技术，需求单位可以精准定

位每一台被核查过的协议库存物资设备的情况。当然，也可以通过视频监控，对协议库存物资进行远程

的看管。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举措，可以有效防止供应商将协议库存物资挪作他用，从而实现协议库存其根本

意义，提升物资供应的效率。 

6. 总结 

从部分层面来看，协议库存的存在可能部分限制了供应商的自由生产，但其实也正因为协议库存的

存在，电网企业与供应商之间成功建立了较为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签订协议后，两者之间将至少保

证 1 年的合作关系。在如今如此激烈的供应市场环境下，这对供应商而言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而对于

电网企业而言，寻找到稳定、优质的供应商，也为招标采购节省了运营成本，同时更是提升了物资供应

效率。 
本文通过对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业务的现状进行梳理，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对业务现存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从问题根源为电网企业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业务优化方式，在协议库存业务方面实现供需双方的

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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