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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省管产业单位仓储配送资源现状问题分析，梳理总结了仓储配送网络布局规划需求，结合省

管产业单位专业特性，构建了以全省9个地(市)级区域综合库为枢纽，以配送库、生产制造仓、专业仓有

机组成，形成电力施工安装、智能制造、支撑保障各专业协同的省管产业单位仓储配送网络布局总体架

构，提出了相应的布局模式、仓储节点功能定位、及跨区域协同管理模式，对产业单位仓储配送网络优

化下一步研究和创新实践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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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resources in provincial 
management industry units,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needs of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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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layout planning, combines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ncial management 
industry units, and builds a comprehensive library with 9 prefecture (city) level regional libraries 
in the province as hubs. The hub is organically composed of distribution warehouses, manufac-
turing warehouses, and professional warehouses, forming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warehous-
ing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layout of provincially managed industrial units for power construc-
tion and installat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support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coordina-
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The corresponding layout mode, warehousing node functions, and po-
sitioning,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od are proposed.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directions of industrial unit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optimiza-
tion a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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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和意义 

物资仓储配送是保障电网安全，提高产业单位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环节。电网企业仓储网络规划通常

是按照省、地(市)、县等行政区划层级分别设立，呈现以省中心库、地(市)周转库、县公司和专业支撑机

构仓储点为节点的多级仓储网络布局。按照国内现代先进企业提出的“物资集约化”管理模式、推进现

代(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下，调整优化物资仓储配送网络布局的重要性愈发凸显[1] [2]。 
省管产业单位物资仓储管理的基础相对薄弱，仓储配送网络的整体格局还处于发展阶段，产业单位

的仓储运作模式基本还维持着分散管理的情况，各层级仓库、各地区仓库之间缺乏协调联动，仓库整体

利用率较低。随着物资管理提质增效逐渐步入“深水期”，优化调整产业单位原有仓储网络布局，强化

全域仓储资源的统筹管理和高效利用，对推进产业单位物资仓储配送网络向扁平化、专业化、标准化、

数智化升级转型，全面提升物流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3] [4] [5]。 

2. 仓储设施网络布局现状 

2.1. 仓库布局较松散，缺乏集约化管控 

各单位现有仓储网络基本是按照所处地(市)行政区域划分自然形成，在物资储备、仓库建设和管理上

相互独立。仓库设施分布比较松散，原有的网络架构难以适应灵活快速响应的需求，网络资源难以共享，

存在物资周转、调拨不畅通，物流效率低的情况。 

2.2. 租赁仓库占比偏高，源整合难度大 

各单位普遍采用租赁国网仓库或社会仓库的方式存储物资，其中，租赁性质仓库数量占比超过 60%。

由于租赁仓库的储存环境、设施条件、设备配置水平等方面与仓库标准化建设、仓储规范运营的差距较

大。受到仓库设施产权的制约，对仓库进行标准化改扩建的难度较大，存在一定的管控风险。 

2.3. 仓库各层级结构和功能定位不清晰 

各单位仓库设施的层级结构不明确，定位不清晰，仓库的业务属性和功能定位没有明确统一规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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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划分，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导致各类仓库的功能特性不突出，网点布局不合理。 

2.4. 仓库资源缺乏专业分类、分级管理 

仓库资源管理上未能充分体现出各单位的业务特性与专业分布特点。由于各类仓库在管理规范性、

软件、硬件设备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仓库分类、分级缺乏统一适用的标准。 

3. 优化物资仓储配送网络布局规划的设想 

建立统一规范标准，优化管理层级，创新协同管理模式，深化信息化赋能，通过循序渐进有序达到

网络节点布局整体最优。 

3.1. 仓储配送网络规划需求 

统筹各专业板块现有仓库资源，有效覆盖省域内各单位物资需求区域，区分不同专业仓储的主次关

系和业务重点,进行布局优化。 
构建协同仓储配送网络。以电力施工安装专业仓储为主体，兼顾智能制造和其他支撑保障专业，构

建以区域综合库为枢纽，配送库、专业仓、生产制造仓相互协同的仓储配送网络，建立完善规范统一的

协同仓储配送管理模式。 
明确仓库节点功能定位。针对不同专业仓储物资特点，统一规范省管产业单位各层级仓库差异化定

位和职责，重点加强各仓储节点功能建设、机制建设和标准化改造提升。 
统一仓库命名注册备案。对各产业单位仓库统一规范命名，集中、统一注册备案，纳入省管产业集

团统一管理。对仓库资源进行分级、分类，实现集约化管控和规范化管理。 
实施仓库资源优化整合。根据仓库专业定位和分级分类标准提升仓储设备配置水平。根据实际物资

需求与仓库规模、配置和管理水平，对终端配送库进行优化整合，拓展仓储增值服务。 
实现物流网络模式优化。整合仓储设施资源，缩减仓库管理层级，创新网络化协同管理模式，优化

减少库存，构建适用于省管产业单位的扁平化仓储配送网络，引入差异化配送，推进跨区域、跨公司物

资统一调配管理。 

3.2. 仓储配送网络布局原则 

3.2.1. 统筹规划，分级实施 
根据各单位自身专业特点和和业务“痛点”、“难点”，充分考虑现代物流配送发展趋势，规划本

级公司及下属公司仓库设施网络，有计划、分步骤、分级组织实施。 

3.2.2. 合理布局，降低成本 
综合考虑服务、成本和能力等因素进行布局，提高物资需求响应及时性，加快物资周转，建立完善

仓储与配送一体化协同机制，优化网络成本。采取改造、扩建与新建相结合方式，对储存条件好、功能

重要、储存量大、周转率高的仓库优先改造修缮，对储存量少、利用率低、闲置率高的仓库进行整合优

化，降低运营成本。 

3.2.3. 统一标准，规范建设 
统一标准，规范建设。统一仓储设施设备、仓库管理、配送管理以及信息化建设、应用标准，开展

仓库标准化建设，提升仓库规范化运营水平。 

3.2.4. 先进适用，预留空间 
注重实用性，兼顾先进性，按照全面规范化、重点信息化、适度自动化的要求，充分考虑仓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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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投资回报和实际效果，严格控制投资规模，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充分考虑企业未来发展需求，

预留出足够的扩展空间。 

3.3. 仓储配送网络布局设计 

3.3.1. 总体网络规划布局 
有效整合利用全省产业单位现有仓储资源，构建以省管产业集团直属公司、区域公司在全省 9 个地

(市)级区域综合库为枢纽，以配送库、生产制造仓、专业仓有机组成，形成电力施工安装、智能制造、支

撑保障各专业协同发展的省管产业单位仓储配送网络布局，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Layout of the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provincially managed industrial units 
图 1. 省管产业单位仓储配送网络布局 

3.3.2. 电力施工安装仓储网络 
电力施工安装专业区域公司布局设立以区域综合库为中转枢纽,下属公司配送库、专业仓为主体的两

级实体分仓网络。物流配送模式以“供应商直供模式 + 一次中转模式”为主。 
各地(市)区域公司：集中打造业务功能综合集成的区域综合库。区域综合库是区域公司在所在地(市)

的物流配送中心，以电力施工安装专业类别物资为主，有需求的区域公司可兼顾承担部分备品备件、办

公用品等支撑保障专业物资的存储、日常补仓和配送。 
各地(市)县以下公司：整合优化现有仓储设施资源，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终端配送库、专业仓。网

络布局架构如图 2 所示。 

专业仓

工安装
送网络

原材料库 零部件库

产成品库

在制品库

智能制造
仓储配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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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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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仓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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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Warehousing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professional sector of the pro-
vincially managed industry unit 
图 2. 省管产业单位电力施工安装专业板块仓储网络架构 
 

按照“统筹规划仓储地点、科学设计仓库规模”的思路，重点选择交通便利、设施基础较好、规模

较大、资源管控力度较强、具备一定改造条件的仓库设置为区域综合库。原则上一个区域公司设置一个

区域综合库。 
区域公司所辖其他仓库、县以下公司仓库根据其专业性质、业务类型、软硬件条件分别设置为配送

库、专业仓。配送库、专业仓根据业务需要可设置多个。 

3.3.3. 智能制造仓储网络布局 
针对制造业仓储配送需要，整合供应物流、生产制造物流、销售物流、回收物流，规划包括原材料

库、零部件库、在制品库、产成品库等在内的仓储网络布局，如图 3 所示。 
仓库通常布置于制造工厂/车间附近，原材料库、零部件库、产成品库按照精益物流模式及设施布置

要求进行科学合理布局。将智能仓储建设与实际业务相结合，利用 RFID (射频标签)、条码等信息技术实

现原材料、项目物资出入库管理的自动化扫描功能应用，融合 PDA (移动终端)、WCS (仓库控制系统)等
物联网应用完成物资出入库信息自动匹配，减少人员操作失误，使仓库在实际运行中更加高效便捷地完

成物资盘点、领料、信息读取等工作，增强实物管控力度，同时降低仓储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生产效

率。 

3.3.4. 支撑保障专业仓网络布局 
勘测设计、工程监理、供电服务、后勤物业、信息通信、水力发电、融资租赁等支撑保障专业板块

的产业单位按照专业仓网络模式进行网络布局和规划建设。 

专业仓 专业仓 专业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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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Warehousing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sector of the pro-
vincially managed industry unit 
图 3. 省管产业单位智能制造专业板块仓储网络架构 

 
部分专业仓物资主要是办公用品、电商采购物资等，物资通用性较强，建议采用集中采购模式，储

存于区域综合库，组织实施物资的主动配送。不具备集中采购条件的物资仍沿用传统的供应商直送模式。

根据各单位业务需求，构建“区域综合库、供应商 + 专业仓 + 项目现场”为一体的专业仓网络体系，

形成区域综合库为节点，各级专业仓为终端的网络布局。网络布局架构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The warehousing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provincially managed industry unit 
support and guarantee professional sector 
图 4. 省管产业单位支撑保障专业板块仓储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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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仓物资采购物资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区域综合库配送、供应商直送专业仓或现场方式。结合各

专业物资特点，实现物资差异化存储布局。专业仓主要承担对已领未耗的办公物资、电商采购物资的日

常保管和出入仓作业工作。按照“定额储备、按需领用、动态周转、定期补仓”模式运作。低于定额物

资，由区域综合库、供应商向专业仓补仓。 
考虑到专业需求、交通条件等因素，优先利用和充分挖潜现有资源，对专业仓进行标准化改造提升。

结合供应商寄售等库存储备模式进行规划，确定专业仓规模，明确功能，细化完善专业仓建设和管理规

范，配置满足专业仓业务的存储、搬运设备、消防安保等配套设备。 

3.4. 仓储节点功能定位设计 

从仓储网络整体优化角度，区分与界定不同专业板块产业单位的仓储网络层次；统一规范各产业单

位各层级仓库功能定位；针对不同专业板块仓储物资特点，进行仓库功能的差异化定位。根据分类准则，

各产业单位所辖仓库节点功能可分为区域综合库、配送库、生产制造仓(含原材料库、零配件库、线边仓、

成品库)、专业仓等 4 种基本类型(如表 1)。 
 
Table 1. Warehouse node function types 
表 1. 仓库节点功能类型 

仓库类型 功能定位 适用专业 

区域综合库 

1. 省管产业单位应急物资储备库。承担位应急物资的集中储备任务，

保障特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供应； 

电力施工安装专

业 

2. 省管产业单位仓储网络的枢纽中转库。承担公司所处地(市)范围内通

用物资的集中储存与配送；具备一定的分拣、配货等功能，可直接为需

求单位供应物资； 

3. 跨区域物资调拨周转库。根据需要向其他产业单位的同级区域综合

库进行物资调拨； 

4. “检储配”基地。建立“检储配”一体化基地，选取部分技术规范通

用性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物资，检测合格后集中存储配送； 

5. 重点存储价值较高、周转较慢的项目物资；对现场暂时无法存放的

项目物资、暂时不能及时处置的废旧物资、可用退役资产进行暂存。 

配送库 

1. 仓储网络的终端配送库。主要存储仓库辐射范围内部分重点物资和

日常运维物资，对周转率较高的物资进行暂存，保证项目物资供应； 

2. 承担仓库辐射范围内备品备件、废旧物资、可用退役资产等暂时储

存。 

专业仓 

1. 主要储存办公用品、电商采购物资、领用后备品备件、日常检修用

物资、器具设备等； 
勘测设计、工程监

理、供电服务、后

勤物业、信息通

信、水力发电、融

资租赁等专业 
2. 按照“定额储备、按需领用、动态周转、定期补仓”模式运作，低

于定额物资，由区域综合库、供应商向专业仓补仓。 

生产

制造

仓 

原材料库 1. 用于存储生产制造所需的原材料、生产设备配件及其他需要经过加

工物料的仓库； 

智能制造专业 
零配件库 2. 用于存储生产制造所需的零配件的仓库； 

在制品库 3. 存放于生产现场或生产流水线边，存储在制品、一定时期内需要用

到的材料(或物料)的区域或容器的统称； 

成品库 4. 存放完成生产制造工序的成品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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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跨区物资仓储管理协同 

在各单位物资管理部门内设立专责跨区、跨公司物资调配、“检储配”协同运作的“物资调配管理

中心(室)”。明确中心(室)“物资调配、资源统筹、监控预警和应急指挥”的功能定位，对跨区、跨公司

仓库物资实施统一调拨管理。 
各层级物资调配管理中心(室)，对内统一受理本产业单位物资调拨供应需求，统一安排物资配送，对

外统一管理供应商资源，实现物资调配业务运作标准化、专业化，组织编制物资调配业务规范、运营手

册，明确职责分工等。 

4. 结束语 

电网企业对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仓储管理日趋重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创新体制，提

高物资利用率，利用现有资源，采用行业先进的技术手段，利用“大云物移智链”现代信息技术，赋能

仓储配送业务管理，促进供应链协同优化和数字化物流发展，构建形成行业领先的省管产业单位一体化

仓储配送网络，在满足电网建设物资需求的前提下，可先进行试点建设应用，树立示范典型，再扩大推

广至各类适配行业，合理统筹仓储物资，力争实现物资的开源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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