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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供应链数智转型背景下，从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出发，制定科学且合理的联动目录是实现价格联

动机制高效运作的基础。又因价格联动实施过程存在物料不统一、联动系数不同等问题。因此提出优化

举措，建立分类管控机制和物料库、共享平台等等。最后在供应链数智转型背景下实现数据自动化采集，

从而促进价格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和发展，实现价格联动机制运作效率的提升，并持续优化价格联动策略，

全面提升业务质效，从而进一步实现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及供应链风险防控能力，

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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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uppl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e formu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linkage 
catalog is the basis for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price linkage mechanism. And because of the price 
linkag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re are material inconsistencies, different linkage coefficients 
and other problems. Therefore, optimiza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classification 
control mechanism and a material library, sharing platform, and so on. Finally, in the context of 
supply chain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to achieve automated data collection, thus pro-
moting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ce linkage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price linkage mechanism, and continue to op-
timize the price linkage strategy,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usiness efficiency, so as 
to further realiz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abilit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risks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to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in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competitive environ-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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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内金属板块整体受到市场热捧，铜、锌、铝、钢材等价格不同程度出现异动，对产业链

上的制造企业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原材料占比较大的生产制造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如电力变压器、电

缆、铁塔等制造企业受冲击较为明显。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制造企业中标价格与市场价格背离，制造企

业经营被动，影响供应商履约质量，存在较大的履约风险。若在招标时实行合同价格与原材料价格联动，

则可以有效缓解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供应商履约困难，也可以避免将来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时公司利

益受损，有利于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理论层面，国内学者张愉，廖华等(2013)在研究地区性天然气价格联动性时，选取 1991~2011 年三

大区域天然气数据，采用 Kalman 滤波法检验三大区域的联动性并得出天然气市场远未实现全球整合的结

论[1]。黄健柏，秦灵(2013)通过对金属类铜为市场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废旧铜市场的价格与原铜具

有相关性，但对其他铜类几乎不产生影响；此外，正常铜类市场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间价格联动性

强，而废铜市场则无此显著联动性[2]。周苑(2013)在对国内外黄金市场的价格联动性研究中，运用理论

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黄金现货及期货价格、COMEX 黄金期货价格和伦敦现货金价四种价

格的引导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实证结论对我国进行指导[3]。 
应用层面，国内学者邹贵林，文上勇，乔慧婷(2019)分析电网工程中塔材的成本构成、原材料成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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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材料成本变动规律，建立一套塔材的调价机制，实现塔材与原材料的价格联动。设立合理的塔材

调价机制，可以减低合同违约风险，同时保障电网企业及供应商的利益[4]。吕骏(2021)研究发现通过设

置采购价格与原材料进行联动的方式，控制调整基准、频率等关键点，并结合有效的价格跟踪机制，可

以切实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造成的采购风险，维护企业的利益[5]。王梦，彭飞，贾云飞(2019)开展电力

物资采购中价格联动机制的应用研究[6]，通过对招标人、供应商、公共信息价格平台调研，明确了企业

价格联动的业务流程，同时对实施价格联动机制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价格联动机制可以规避因

原材料价格变动造成的履约风险，为物资采购工作提供重要支撑[7]。 

3. 背景形势分析 

在工业 4.0 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供应链”这个仅有 40 年发展历史的新兴词汇正逐渐被定义为企业

成败的关键要素，建立具有上下游高度协同、绿色可持续、快速反应的敏捷供应链[8]，实现供应链数字

化转型升级是很多企业重要且紧急的任务。而采购作为供应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刻不

容缓[9]。 
全球制造业从过去大规模标准化的规模生产逐步向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交付转变，模式的变革彻底颠

覆了原材料采购、生产、交付等传统逻辑，对于需求侧的采购策略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适应当前的

需求和变化[10]。随着互联网技术爆发式的增长，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自动化流程机器人等逐渐

在供应链采购环节得到广泛应用。 
为了适应内外形势，电网企业也亟需依托供应链数智化转型，更好的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进一步

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协议库存作为电网企业的一种重要采购方式，具有采购量大、履约周期长的特点，

供给侧的原材料价格波动会对合同的履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优化协议库存价格联动机制，能够提升物

资管理工作质效，降低协议库存履约风险，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确保电网安全运行[11]。 

4. 价格联动现状 

价格联动机制是对于原材料成本占比较大的物资，按照约定的计算方法和触发条件，依据公共信息

价格平台上的截标日当天原材料公示价格、物资中标价格和履约时原材料公示价格，对该物资实际履约

时价格进行调整。其联动机制的核心要素包括联动目录、联动周期、触发条件、联动系数及联动公式[6]。 

4.1. 联动目录 

制定科学且合理的联动目录是实现价格联动机制高效运作的基础。以某电网企业采购物资为例，由

总部统一制定价格联动目录，明确了全国范围内协议库存价格联动范围，主要包括布电线、架空绝缘导

线等 9 个典设物资小类。另外，各地区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对统一目录分别进行拓展，主要集中在新增

钢管杆、新增铁构件等新增物资小类。 

4.2. 联动周期 

联动周期是指开展价格联动所需要的周期，一般为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等为一个联动周期。

大部分地区根据招标文件及合同文本，以“匹配日前一周”原材料均价规范开展价格联动。少部分地区

价格联动周期存在差异，需根据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要求，以“匹配日前三天”的原材料均价开展价格

联动，每日计算并更新联动价格，联动周期为每天 1 次。 

4.3. 触发条件 

价格联动机制的触发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当原材料价格变化高于某个比例时才进行价格联动，这个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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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阈值设置应该合理，不宜过大，过大则联动不容易启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价格联动的意义。也不宜过

小，不利于履约价格的相对稳定。为更好地确定价格联动机制的触发条件，需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于合同

比例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以铁塔为例，铁塔制造业毛利率普遍在 10%以上，原材料上涨 2%以内的价格

变动对后续履约影响不大。各地区价格联动触发条件一致，联动一种原材料时，原材料单价波动 < 3%执

行中标价格；原材料单价波动 ≥ 3%按照价格联动公式计算实际联动价格。联动两种原材料时，两种原材

料单价波动都 < 3%执行中标价格；任一原材料单价波动 ≥ 3%按照价格联动公式计算实际联动价格。 

4.4. 联动系数 

联动系数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价格变动对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程度。大部分地区参照现有典设物料

联动系数类比取值。对变压器及锥形水泥杆等新增物料联动系数取值。 
少部分地区在协议库存价格联动业务开展初期阶段，通过调研供应商及电科院专家测算确定电缆及

导、地线类等物资联动系数。对导、地线及电缆类新增物料联动系数取值，对钢材及铁附件类等仅由一

种原材料组成的新增物料联动系数取值。 

4.5. 联动公式 

联动公式指先合理选择行业公布原材料价格信息的公共平台，然后通过联动系数以及各平台公布的

价格来计算实际价格[12]。大部分地区新增物料价格计算公式一致：一种原材料时，P = P0 + K*(B − A)；
两种原材料时，P = P0 + K1*(B1 − A1) + K2*(B2 − A2)。其中 A 为投标截止日公布的原材料日均价，B 为

匹配日前一周公布的原材料日均价均值，P0 为招标时的中标价格，K 为联动系数。 
少部分地区新增物料价格计算公式不同：一地区铁附件及钢绞线价格计算公式为 P = P0*(0.2 + 

0.6*A1/A0 + 0.2*B1/B0)，不涉及联动系数 K 值，其中 0.6 指钢含量比，0.2 指锌含量比，0.2 指其他占比；

另一地区铁附件及钢绞线价格计算公式为 P = P0*(0.23 + 0.65*A1/A0 + 0.12*B1/B0)，不涉及联动系数 K
值，其中 0.65 指钢含量比，0.12 指锌含量比，0.23 指其他占比。 

4.6. 主要存在问题 

1) 价格联动物料应用范围不统一：通常物料包含受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原材料含量越大，该物料原材

料价格敏感程度越高。对低压电力电缆、铁构件、控制电缆、电力电缆、架空绝缘导线等物资价格联动

需求较为集中，但由于各单位对价格联动管控需求和管控尺度存在差异，部分单位对半圆抱箍、铜排等

物料也开展了价格联动。 
2) 新增物料价格联动系数取值存在差异：各单位在执行价格联动过程中，对新增物料的联动系数取

值缺少权威、统一的依据，存在一定的差异。 
3) 电缆保护管未纳入价格联动范围：电缆保护管原材料组成单一，且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影响

较大，但公司未对管材类物资涉及的原材料明确统一的价格查询来源，虽然各单位普遍反应有联动需求，

但目前并未进行联动。 
4) 价格联动信息化支撑水平仍需提升：各单位价格联动业务按照 ERP 典设要求，均实现了线上应用，

但在跨专业系统衔接上仍存在断点，如投标截止日原材料价格、价格联动系数仍需手工维护。各单位价

格联动应用数据(如新增物料联动系数)均在省侧二级系统，单位之间难以共享、共用。 

5. 优化举措 

5.1. 建立价格联动物料分类管控机制 

按照价格敏感性、价格合理性原则，结合省招协议库存采购目录各类物资特性及价格联动需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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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价格联动典设目录、参考目录分类管控，明确目录更新机制和协同共管机制。 
1) 典设目录：将各单位共性需求较大的物料纳入典设目录，明确规定目录范围内物料的联动系数、

联动周期、计算公式等，各单位刚性执行。 
2) 参考目录：对价格联动需求共性不大的物资，由需求单位拟定联动系数、联动周期、计算公式等，

纳入参考目录，各单位参照执行。 
3) 目录更新：参照协议库存招标采购批次安排，组织开展目录更新，常态化收集新增拓展需求。 
4) 协同共管：协同计划专业结合省级协议库存采购目录修编，滚动更新目录物料。协同招采专业将

更新目录纳入招标公告，结合“物料组”模式采购工作，及时制定价格联动系数。协同合同专业将更新

目录写入合同文本，按照规则执行价格联动。 

5.2. 建立价格联动系数规则库 

对典设目录物料，明确内部专家、外部供应商、专业机构等参与人员，制定统一的联动系数。对参

考目录物料，制定价格联动系数建议算法，以电力电缆等线材类物资为例，价格联动计算公式 P = P0 + K 
× (B − A)，K 值计算公式统一为：联动材料(铜、铝)密度 × 截面积 × 芯数，由需求单位根据市场行情、

专家意见、行业经验及以往惯例等，自行确定联动系数。 

5.3. 建立价格联动共享平台 

依托统一平台系统，完善价格联动投标截止日原材料日均价、价格联动系数等相关数据及时、自动

获取，在合同签订、协议执行等环节直接应用结构化数据，减少手工查找、录入工作量，规避人为操作

失误风险。建立价格联动信息共享与管控功能，实现全网价格联动系数共享，统一管理纳入价格联动范

围物料、价格联动系数、物资组 ID 及物料组 ID 联动系数等。 

6. 总结展望 

在供应链数智转型背景下，国家以“智”赋能，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数字技术重塑企业价

值链，积极探索“数智化”转型[13]，围绕实体企业的产、供、销环节，梳理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等环

节，为供应链数智化转型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使供应链的需求侧从单一环节向全链条转变，从采购职

能向追求供应链效益转变；供给侧从传统制造供应向融入式创新转变；技术侧通过不断创新求变为供应

链提供新的能力，提升了物资采购与分类编码的运作效率，从而促进物资价格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和发展。

企业顺应时势，通过数字化赋能，利用领先的数字化交付方法与工具，通过多源价格数据自动收集、联

动数据智能分析等手段，减少数据处理中出现的错误，提高了数据准确性和可信度，实现价格联动机制

运作效率的提升，并持续优化价格联动策略，全面提升业务质效，从而进一步实现上下游协同发展，提

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及供应链风险防控能力，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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