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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管理模式不断升级，智慧供应链的概念被提出并且得到广泛应用。电力作为经济

发展的能源血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对电力物资的采购运输管理是电力

电网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本文将通过智慧供应链的优势、特点介绍智慧供应链中大数据分析对国网企

业的影响以及现有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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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manage-
ment models, the concept of smart supply chain has been proposed and widely used. As the energy 
bloodl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lectricit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supporting role in our daily 
life, and the procur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of power material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power grid.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impact of big 
data analysis on State Grid enterprises in smart supply chai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xisting ap-
plications through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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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念定义 

1.1. 大数据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包括结

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大量(Volume)、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低价值密度(Value)、
真实性(Veracity)等 5V 特点。 

1.2. 智慧供应链 

智慧供应链最早是由复旦大学博士后罗钢在 2009 年上海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会议上提出的，指的

是通过有机结合日益发展成熟的物联网技术与现代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在企业内部以及企

业之间构建的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的技术与管理综合集成系统。 

2. 智慧供应链管理体系 

2.1. 智慧供应链管理体系架构 

智慧供应链管理是指利用条码、射频识别、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的物联网

技术，通过将 5G、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信息处理和网络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于供应链计划、物流、商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等基本流程，从而实现供应链智能化运作和高效率优化管理，切实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

降低供应链总成本，减少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消耗[1]。 
国家电网公司现代智慧供应链管理体系由组织运作体系、核心业务体系、物资标准化体系、风险防

控体系、支撑保障体系构成[2]，核心业务体系是关键，组织运作体系与风险管控体系是保证，物资标准

化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是基础。五个体系互为依托、相互支撑、协调推进，形成有机整体，有力支撑现

代智慧供应链开放共赢、创新绿色、协同高效发展。 

2.2. 智慧供应链管理体系特点 

2.2.1. 与传统供应链相比 
“智慧供应链”与传统供应链相比，具备以下特点： 
1) 技术的渗透性更强。管理者和运营者采取主动方式，系统地吸收各种现代技术，实现管理在技术

变革中的革新。 
2) 可视化、移动化特征更加明显。利用多种形式表现数据，例如图片，视频等方式。采用智能化方

式访问数据。 
3) 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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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整合性更强。借助于信息化网络，打破供应链内部成员的信息系统的异构性问题，实现无缝

对接。 
5) 协作性更强。通过信息网络，更好地了解各成员的情况，根据情况的变化，实现上游企、与下游

企业的随时联系，并及时改变策略。 
6) 可延展性更强。 

2.2.2. 技术特点 
智慧供应链在传统产品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全面的产品体系；系统方面，融合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

开发了最具领先优势的“智慧供应链系统”。具备以下三个特色： 
1) 参数化的产品创新。 
2) 智慧化的供应链金融系统支持。 
3) 定制化的行业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2.2.3. 关键特性 
总体来说，智慧型供应链具有以下三个关键特性：智能、互联和先进。 
1) 智能：为协助管理进行交易评估，智能系统将衡量各种约束和选择条件，协助决策者模拟各种行

动过程。 
2) 互联：智慧的供应链将视线前所未有的交互能力，不仅能与客户，供应商和 IT 系统实现交互，

还可以与监控的对象，是真实供应链中流动的对象实现交互。 
3) 先进：以前由人工创建的供应链信息将逐步由传感器、RFID 标签、仪表、等其他设备和系统来

生成，就可视性而言，供应链不仅可以预测更多的事件，还能见证事件发生的过程。 

3. 智慧供应链在国网企业的应用现状 

随着现代智慧供应链创新实践的不断深入，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的探索应用不断成熟，自 2018
年起，国家电网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集中规模招标、物力(物资)集约化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在物资

采购计划、招标采购、合同物流、质量监督、运行评价、供应商管理和废旧物资处置等方面的建设实践，

截止 2020 年已初步形成了具备国家电网特色的现代智慧供应链管理体系，并在多地多家公司推广应用。 
据报道，自 2020 年国家电网公司宣布将在“数字新基建”投资约 247 亿元，并发布十大重点建设任

务：电网数字化平台、能源大数据中心、电力大数据应用、电力物联网、能源工业云网、智慧能源综合

服务、能源互联网 5G 应用、电力人工智能应用、能源区块链应用、电力北斗应用开始，现代智慧供应

链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得到广泛应用。2021 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进一步推进现代智慧供应链深度应用，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应链创新发展的战略部署，构建形成了以“5E 一中心”为特色的国

网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2022 年国网甘肃物资事业部围绕“5435”工作部署，结合年度重点任务，全面

优化“5E 一中心”体系建设，融合智能采购、数字物流、全景质控三大业务链，形成“智慧场景 + 智
慧平台 + 智慧业务”供应链管理体系，深化了智慧供应链应用。同年国网冀北电力充分发挥现代智慧供

应链作用，上半年确保 3.79 亿元的物资及时到货，保障了电力物资链路畅通，为重点工程建设、重要项

目推进提供了高效可靠的物资供应保障。在智能平台应用方面，截止 2020 年底，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

ECP2.0 已完成 27 家省电力公司、34 家国网直属单位的实施工作。此外，据中国电力网了解，电力物流

服务平台 ELP 于 2020 年 3 月部署上线国网复工复产人员管理应用版本，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为多

个工程提供疫情监测防控、运输监测和运输供需对接等服务，保障疫情期间电网工程重点物资的安全运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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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家电网多年来的不断建设，公司依托“5E 一中心”体系，融合智能采购、数字物流、全景质控

三大业务链，供应链业务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日常业务运营提供了智能支撑和风险

监督。 

4. 大数据对国网企业供应体系的影响 

4.1. 对采购的影响 

大数据在供应链采购环节主要包含分析供应商特点、产品特点，选择货源渠道，进行供应商的谈判

以及供应商的整合。 
在采购环节应用大数据分析最基本的是改善订单流程，在采购流程中利用分析法来管理订单流程：

一是订单到现金环节，处理生产与运行在内的订单，另一个是采购到付款环节，包括向供应商采购及付

款，并进一步改善采购流程。此外，能够实现供应链的标准化与统一化。电网企业在全国各个地区实行

统一的招标采购流程，实现了标准化与统一化[3]。 

4.2. 对生产管理的影响 

企业运用大数据分析在生产制造环节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及劳动利用率等。目前已经有很

多企业运用大数据分析法进行库存管理、优化库存量、优化日常维护与设施选址。 
大数据分析法在生产力和产品质量方面具备应用前景，如今已经有企业运用大数据分析法，每天进

行经营业绩分析，并运用分析实时检测产品质量，逐步实现数据分析的实时性与规模化，进入“数字工

厂”。此外，还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法优化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并同时保持服务水平。 

4.3. 对物流的影响 

大数据分析对物流的影响体现在： 
1) 运输路线优化。运用大数据分析法预测货量需求，通过合并路线降低成本、拆分路线提高时效、

新建中转优化成本等方面进行运输路线优化。从时效、装载率、费用等角度出发，整体优化仓库之间、

仓库与终端之间的运输路线，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减少客户等待时间、提升车辆装载率。 
2) 考虑物资供需状况、运输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对配送点的位置、数量、直达和中转的比例进

行智能规划，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网络系统，达到费用低、服务好、效益高的目的。 
3) 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包裹的可视化，加强物流过程中的监控，降低货损率。 

5. 应用成效分析 

5.1. 智能技术支撑，确保高效合规 

国家电网通过构建物资主数据体系和采购标准体系、固化技术规范书、精简标准物料、编制优质设

备技术规范和协议库存采购目录等措施，推进技术标准化、产品采购系列化，搭建了国网物资标准化体

系，为提升国家电网公司集团化运作能力，提高物资管理精益化水平提供了基础。并通过建立“三全三

化”物资监督体系，应用“大云物移智边链”等新技术手段，提升供应链风险防控水平，构建形成了三

大核心业务链协同运作、现代智慧供应链高效运营、供应链业务参与主体廉洁安全的风险防控体系，进

一步确保业务运转高效合规。 
以招标采购管理为例，国家电网智慧供应链管理平台从采购业务数据结构化入手，依托 ECP，实现

采购策略智慧制定、招标文件自助编制、结构化投标、自动化评标以及全程在线授标。将过去由专家线

下组织会议完成评审的采购工作转变为由 ECP 自动生成，专家进行复核的形式，历史数据分析结果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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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验相得益彰，釆购准备阶段的时间和参与人员大大缩减，工作效率明显提升；评标工作也由专家评

标转变为系统自动评标，减轻了专家大量查询、计算工作量的同时提升了评审活动的客观性；此外，整

个招标采购过程全程在线，有效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合规风险[4]。 

5.2. 及时沟通对接，确保物资供应 

借助智慧供应链平台，国网企业可及时与供应商沟通对接，掌握各工程物资供应进度，推进现场需

求与物资供应有效衔接，打通供应链堵点，推动全链路畅通，确保企业发展和工程建设物资的可靠供应。 
例如，国网冀北电力通过现代智慧供应链平台，实现超前统筹重点工程物资供应保障，确保“不掉

链”。该公司逐项工程、逐个合同、逐类物资评估供应风险，督导供应商制订物资运输保障方案，并定

期跟踪协调生产进度；组织供应商做好合同履约各项工作，排定生产和运输交付计划，督促供应商提前

生产、按期交付。对于已完成物资生产且能够满足供应需求的供应商，该公司按计划组织物资发运；对

于物资正在生产中但存在交付延迟风险的供应商，该公司密切督促加快生产，必要时协调优化物资交付

时序，全力确保物资可靠供应[5]。 

5.3. 全程跟踪协调，确保运输顺畅 

智慧供应链可对采购供应链中的每个环节进行数据收集、智能监控，实现全程跟踪管理，通过大数

据分析采购需求、仓库布局、配送时间等各个因素，预测、监控运输途中各环节风险，协助国网企业优

化运输路线和运输方案，强化各方协同，提升物资供应效率。 
例如，国网冀北电力运用现代智慧供应链平台，调研摸排 69 家供应商受疫情影响情况和产能信息，

深入分析供应商备料、生产、运输等各环节供应风险，对物资运输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监控，通过运输

监控终端设备实时掌握天气及道路、车辆位置、物资发运和到达时间等信息。该公司还组织各市公司紧

密跟踪各地疫情防控政策变化，全力协调跨省运输通道，通过“优化路线、人货分离、接力运输”等措

施，确保电力物资运输全程通畅[5]。 

6. 结论 

智慧供应链为电力物资管理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科学供应链模式与先进信息技术的共同

作用下，电力企业能够构建集采购、运输、仓储、抽检、配送、安装、使用及报废为一体的智能物资管

理平台，实现了管理流程的深度优化，大幅提高管理质量及效率，为现代电力事业的发展提供稳定可靠

的物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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