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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造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是国家电网公司落实中央质量强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发展方向，

也是电工装备制造业及相关配套服务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客观需要。本文通过对生态系

统相关理论和案例分析，初步构建出以电工装备供应商为核心的生态圈，其中包括总体目标，主要构成、

管理与技术支撑，以及商业模式等。通过打造供应商生态圈可以全方位促进生态圈内外部资源共享及上

下游高效协同，以实现自适应、可持续发展、高智慧运营的健康生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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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the supplier ecosystem in electronic equipment industry is the crucial way to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tate which i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Be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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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objective need of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in elec-
tronic equipment industry. The authors initially constructed the supplier eco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overall goals, the components, the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support, and the business model. 
By creating a supplier ecosystem, it can comprehensively share resources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d collaborate efficiently i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ecosystem, so as to achieve a healthy 
ecolog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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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时期。今

年 5 月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

此同时，国家提出加快 5G、区块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1]。面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电工装备行业持续深化现代智慧供应链的创新与实践。国家电网企

业布局数字经济、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通过构建和谐共赢的电工

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主动适应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实现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 

2. 相关理论 

商业生态系统基础概念 

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是由生态系统的概念引申出来的，生态系统是指生物及其环境在一定空间时间

内，通过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交换而形成的一个自然界的整体[2]。James F. Moore (1993)首次提出“商业

生态系统”概念，指出商业生态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人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价值链关系，

竞争关系，外部环境等相关关系[3]。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企业和消费者构成的一个动态

发展整体[4]。综上所述，商业生态系统是基于组织和个人相互作用，以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促进共同繁

荣和发展的生态发展联合体。 

3. 构建供应商生态圈研究主要内容及研究框架 

3.1. 研究内容 

对构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体系研究需要在深入了解生态圈各方的需求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供应

商生态圈的定位及价值、构建整体目标及主要构成、管理及技术支撑、商业模式研究所构成的供应商生

态圈生态体系，并设计和研究其生态圈的应用场景。 

3.2. 研究框架 

本项目通过研究供应链和商业生态圈等相关理论以及对案例的分析和研究作为研究框架的理论层部

分，通过公司相关管理和技术的支撑，以以内外部需求为驱动，以电工装备供应链为主线，以需求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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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供给侧及配套服务第三方等合作伙伴的核心利益诉求，形成社会化的协同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针对

工程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质量检验及产融结合等环节，全方位促进内外部资源共享及上下游高

效协同，以实现和谐共赢，可持续发展、高智慧运营的目标(见图 1)。 
 

 
Figure 1. The study system of supplier ecosystem 
图 1. 供应商生态圈研究体系 

4. 构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体系研究 

4.1. 供应商生态圈实质及应用价值 

1) 实质与内涵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是以国家电网公司为核心企业，依托生态圈统一价值平台，以“开放、共享、

合作、共赢”理念吸纳电工装备制造企业，物流、金融、检测、设计等第三方服务企业，以及政府及行

业机构监管方作为生态圈成员，共同组成包括需求侧、供给侧、第三方服务机构为主要成员的具有国家

电网公司特色的创新商业生态圈。 

当电工装备采购活动发生后，代表供给侧的电工装备制造企业与需求侧主体发生信息交互和资金关

系，出现信息流和资金流，此时以装备制造为核心的检测机构、设计单位、金融机构等参加到商业活动。

在原材料采购和实物管理阶段，物流单位作为实物运输的服务方负责实物的转移，出现实物流。电工装

备供应商生态圈通过统一价值平台，以互联共享为方法、以智能应用为实践、以创新发展为目标，通过

搭建统一价值平台，实现电工装备行业信息流、实物流、资金流有效整合，形成了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 
2) 应用价值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是基于完善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支撑深化现代智慧供应链建设的，生态

圈建设推动电工装备产业发展，带动产业链价值提升，并且以打造生态服务的创新模式，优化供应商营

商环境，深化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助推国家战略落地。 

4.2. 构建供应商生态圈总体目标和主要构成 

4.2.1. 供应商生态圈总体目标 
1) 各方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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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各参与方提供公正、透明、共享、协同的

平台，致力于实现国网公司、供应商、金融机构、服务商的共同提升。对于需求方，不断提升电工装备

质量水平，沉淀数据资产，挖掘并形成数据服务；对于供应方，通过数据接入引导供应商数字化生产能

力提升，通过质量评价驱动供应商生产指标的改进，通过行业对标指导供应方生产工艺的优化，通过产

融融合为供应方降低融资成本；对于金融机构，为投资者挖掘潜在和优质用户，实现精准匹配；对于智

能制造服务商，实现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同时也助力智能制造服务商自身服务水平的提升。 
2) 打造透明工厂 
电工装备智慧物联通过与供应商相连，将电工装备质量管控延伸到制造环节，建立供需双方高度互

信、高效协同的质量管控机制，打造“透明工厂”，实现质量溯源，建立电网设备全生命周期档案。 
3) 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突出需求驱动、创新引领、互利共享理念，助力电工装备供给侧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方向转

变，促进电工装备产业链的整体提升。 
4) 带动上下游企业，助推产业升级 
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的信息化优势，内外部信息协同，为电工装备供应商提供专业生产指导。根据

各生产商的生产过程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了解掌握行业生产现状，进行供应商之间横向比较；利用

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整合资源，逐步淘汰落后产能，筛选出行业优质生产商，提高行业生产力。 

4.2.2. 供应商生态圈主要构成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主要对象包括需求方、供应方及设计单位和物流企业等第三方。 
需求侧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是以需求为驱动，通过成员企业能力和资源的共享来创造价值。电网企业作

为电工装备的需求侧，是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核心企业。 
供给侧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供给侧是电工装备制造企业及相关的上下游企业。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通

过成员企业的资源能力共享，促进供给侧改革，实现供给侧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方 
金融机构、物流企业、检测机构、设计单位等供应链配套服务第三方作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

重要参与方，为生态圈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发挥着生态圈高效运作润滑剂的角色，与供需双方紧密联系

共同发展。 
监管方 
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行业机构，作为电工装备行业的监管方，在时刻关注行业现状的同时，对于行

业也承担着监督管理、政策引导及发展规划的责任。 

4.3. 供应商生态圈支撑体系 

4.3.1. 供应商生态圈管理支撑 
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是生态圈运营管理的核心。治理机制是能够对成员企业行为起到制约与

调节作用、保证系统内成员企业有序运作的规范与准则的总和，主要包括：进入退出机制、互惠共生机

制、学习机制、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规范着系统的运行和发展，通过进入退出

机制不断吸引系统外的资源进入，同时淘汰不符合系统需求的成员企业，通过互惠共生机制平衡企业间

的资源分配和价值共享，并通过学习、激励和信任等机制协调企业间的关系，最终达到生态系统中企业

间的完美合作，提高系统的整体竞争优势。商业生态系统治理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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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企业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这五种机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产生作用，但各机制之间并不是相互

独立的，在具体应用中是互为补充、替代的。如进入和退出机制越严格，核心企业对成员的信息会越了

解，这样就为信任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互惠共生的作用越明显，企业的信任机制就越牢固；成员企

业间学习机制、激励机制越有效，也越容易提高企业间的信任度；同时，企业间的信任程度越高，越有

利于其他机制发挥作用(见图 2)。 
 

 
Figure 2. Ecosphere governance model 
图 2. 生态圈治理模型 

4.3.2. 供应商生态圈技术支撑 
构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技术支撑主要依托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EIP)。EIP 利用物联网技术打

通供需双方的数据堡垒，构建供应链供需协同，数据共生的新生态。依托 EIP，可以强化物联数据感知

能力，进一步扩展智慧物联感知范围，基于统一技术标准，实现更多物资种类的接入；通过拓展生态圈

数据协同互联范围，实现与更多生态圈伙伴的互联互通，依托统一价值平台，实现数据全面贯通、业务

升读融合；深化数据资产分析应用，构建生态圈完整数据链条，实现数据的感知采集、清洗治理及分析

应用等全过程的高效运作，为供应链生态圈各对象伙伴提供数据增值服务，为实现生态圈和谐共赢提供

坚强的技术支撑。 

4.4. 供应商生态圈生态服务模式 

将各方能够为生态圈提供的，以及需要从生态圈获取的相关要素进行整合匹配，形成以各方需求为

驱动、以平台互联为支撑、以和谐共赢为目标的生态服务模式，充分体现生态圈价值(见表 1)。 

4.5. 供应商生态圈利益分配模式 

利益分配是核心企业根据不同成员企业对创造价值的贡献大小来分配利润，掌握关键资源和贡献大

的企业获得的利益份额较大，同时全面开展合作，努力维持合作关系。对于其他贡献较大或掌握大量关

键资源的成员，需要通过促进替身其竞争力、加大合作力度等举措，帮助其提升生态圈价值及利益份额。

而对于贡献较小且掌握关键资源较少的成员，分配较少的利益份额则，并与其合作关系进行评估，实时

引入进入退出机制，确保生态圈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及成员的整体竞争力(见图 3)。核心企业在进行利益分

配时要充分考虑系统每个成员企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才能将不同的企业凝聚在一起，并使这些企业主

https://doi.org/10.12677/sg.2021.112016


熊汉武 等 
 

 

DOI: 10.12677/sg.2021.112016 169 智能电网 
 

动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商业生态系统息息相关，否则，可能会造成合作伙伴的流失，最终导致系统无法

健康发展。 
 
Table 1. The model of ecosystem services 
表 1. 生态服务模式 

生态系统成员 为生态系统提供 从生态系统获取 生态系统的价值 

国家电网公司 需求侧商务、技术相关信息； 
生态圈数据产品及服务 

电工装备产品；供应链配套服务；

供给侧及第三方信息；行业发展

规划及政策导向信息。 

采购物资质量提升，助力质量强网；内外部

高效协同，提升供应链运营质效；生态圈信

息汇聚，实现数据增值。 

电工装备制造企业 电工装备产品；供给侧信息； 
需求侧商务、技术相关信息；生

态圈数据产品及服务；行业发展

规划及政策导向信息。 

精准获取客户需求，实现盈利； 
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及政策，为企业战略导向

提供依据；全面创新发展，支撑核心竞争力

提升。 

第三方服务企业 供应链配套服务；第三方信息 
需求侧商务、技术相关信息；供

给侧相关商务、技术相关信息；

行业发展规划及政策导向信息。 

精准获取客户需求，实现盈利； 
实现多方高效协同，提升业务运作效率；及

时了解行业动态及政策，及时跟进。 

政府、行业监管机构 
行业发展规划及政策导向信息；

行业标准体系相关发布渠道及

实时信息。 

需求侧相关信息；行业动态及发

展现状信息。 
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更好的规范市场环境、

促进行业发展。 

 

 
Figure 3. Profit distribution diagram 
图 3. 利益分配图 

5.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应用场景设计研究 

(一) 履约协同 
履约协同是指利用信息化技术，在线及时向供应商反馈履约信息，供应商、采购部门、项目方可以

在线上发起图纸确认、排产计划、生产质量、交货验收等履约问题的协同，并跟踪问题处理结果，提高

项目交付履约及时性，实时跟踪问题处理进展，为供应商履约协同提供支撑(见图 4)。 
• 物资需求在线确认 

利用信息化技术在线协同供应商与需求部门，通过供应计划在线编制、在线审核、在线变更等，完

成物资需求在线确认，实现重要物资图纸传递实时确认、智能监控、自动留存，打破物资信息交互壁垒。 

https://doi.org/10.12677/sg.2021.112016


熊汉武 等 
 

 

DOI: 10.12677/sg.2021.112016 170 智能电网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performance synergy scenario 
图 4. 履约协同场景设计示意图 

 
• 生产进度在线跟踪 

生产进度在线跟踪即物资部门通过在线系统对接，主动对接供应商生产系统与监造平台，实时交互

生产备料、排产计划、制造进度信息，实现物资生产相关数据统一管理和分析。 
• 物资交付在线办理 

物资交付在线办理是通过利用实物 ID 快速读取并校验物资到货信息，上传物资地理位置和交付图片，

完成现场交接验收在线办理业务。 
• 物资结算在线办理 

应用移动终端和网上电子签章等技术，通过履约结算单据电子化和结算自动在线办理，改变以往纸

质履约结算单据并提交需求方审核、人工办理款项支付的情况，提升结算工作效率。 
(二) 智能监造 
通过供应商数据采集中心和智慧物联网关可以实时获取供应商生产线生产状态数据、工业控制数据、

视频监测数据、设备检测数据，实现对生产及检验流程实时监控。例如通过对不同品类设备生产工艺的

实时数据进行逻辑固化，自动分析生产坏点，实现生产坏点自动预警，同时截取坏点前后的生产数据(包
括视频数据)进行存档待查。 

(三) 质量评价 
通过定制化的产品质量评价模型，实现对供应商的工艺质量评价及行业分析。平台自动采集生产过

程数据、工序及工艺数据、生产设备产品数据等数据后进行清洗，并结合预制的专业产品质量评价模型

进行计算分析，对供应商工序及工艺进行评价。发现问题后反馈回溯给供应商，并自动生成质量报告供

业务人员参考。 
(四) 物流监控 
通过信息技术将需求方、供应方与社会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线协同共享，实时监控运输配载方案、运

输配送车辆、运输配送人员、运输配送轨迹等物流信息，实现物流全程可视可控，保障优质履约，有效

节省运营成本。物流运输监控场景设计(见图 5)。 
• 物流运输信息在线共享 

通过建立在线智能物资配送管理平台功能，将物资的需求方、供应方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互联，实

现物资需求计划、物资配送信息三方共享。 
• 物资运输全程可视 

通过车辆物联网设备采集数据，实时追踪物资及运单的在途位置、司机及车辆状态信息、路况信息、

预计到达时间等，查看行车轨迹、车辆全程状态(超速、油耗等)，实现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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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monitoring scene 
图 5. 物流运输监控场景设计示意图 

 
• 运输路径跟踪预警提醒 

应用电子围栏功能，对取货点、仓库、检测机构、现场等圈定电子围栏，根据车辆位置、路况信息

等，智能计算预计到达时间，系统根据设定阈值对于车辆偏离配送路线、车辆超速等异常自动发送预警

信息，便于需求方、供应方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监控物资运输状态，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可控。 
• 物资运输状态智能监控 

通过智能传感器应用，全面支持运输过程中出现的冲击、跌落、震动、倾斜等状态的变化以及环境

温湿度的变化，及时通过在线异常预警提醒，协调处理相关事件，保障物资安全、及时到货。 
• 运输服务评价 

发货方、接收方等均可对承运商和司机的各项运输服务进行评价反馈；帮助平台优选承运商、优选

司机，提高服务质量。 
• 运输路线规划 

应用沉淀的交易、物流运输、传感器、地理信息等历史数据，开展数据挖掘，引导承运商合理排布

运力、安排司机排班 
(五) 风险预警 
通过实时获取物资供应链及相关信息，集成供应链业务流信息、现场实物流信息，建设、运检、财

务等相关专业业务信息，公司外部供应商、设计单位等利益相关方信息，实现过程信息及关键数据实时、

透明、共享，业务流转处理状态直观可见，业务风险自动感知。 
供应链监控预警是在供应链可视化基础上，以实时获取物资供应链及外部信息为输入，通过设置监

控预警策略与规则，调取监控规则库设置的业务规则及阈值控制要求，对产生的业务风险进行评估，通

过数值表现的方式将监测的实际状况与业务规则进行比照分析，计算判别业务数据的状态，识别发现物

资供应链经营过程中的异常状态及风险问题。业务监控预警架构(见图 6)。 
(六) 产能调配 
产能调配是指在线获取供应商产能及在产状态，结合供应商历史合同执行情况，建立项目进度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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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供应匹配度分析模型，智能分析重点物资供需形势，自动感知产能风险，供应履约风险提前预警预判，

并将识别的供应商产能不足、生产困难等共性履约问题，及时向各属地单位发出物资供应预警，根据系

统感知风险，统筹供应商产能及运力资源，确保最大化合理满足物资需求。产能调配场景(见图 7)。 
 

 
Figure 6.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business monitoring and warning 
图 6. 业务监控预警架构图 

 

 
Figure 7. Schematic diagram of capacity allocation scenario 
图 7. 产能调配场景设计示意图 

 
(七) 行业评价 
通过对采购订单的采购物资进行统计与分析，建立各品类行业对标指标，可有效了解生产工艺、服

务水平、检测工艺等整体水平，为采购订单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同时，针对采购订单中不同型号的产

品，与匹配的对标指标进行横向比对，形成对应的行业对标报告，展现各个采购订单中的品类生产工艺、

检测工艺在行业中的整体水平。 
(八) 产融融合 
借助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深度了解供应商的产能、服务能力及经营状况等情况，服务于系统内

金融单位挖掘潜在客户和风险评估，同时为供应商提供产融融合的增值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 
以供应商全息画像为基础(见图 8)，基于区块链技术，利用订单信息开展应收账款融资、利用质检信

息开展质押融资等业务。公司提供订单信息、质检信息确认和分析服务，金融机构向电工装备生态提供

仪表板 监控预警

数据集成

实时可视

规划 基建 运捡

采购 物流

务 营销

行业洞察

https://doi.org/10.12677/sg.2021.112016


熊汉武 等 
 

 

DOI: 10.12677/sg.2021.112016 173 智能电网 
 

融资资源，形成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与外部产业链的合作模式。 
 

 
Figure 8. Diagram of supplier holographic portrait 
图 8. 供应商全息画像示意图 

6. 总结与展望 

打造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是国家电网公司落实中央质量强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发展方

向，是公司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战略的内在需求，也是电工装备制造业及相关

配套服务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客观需要。本文主要研究了构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

框架体系，主要包括了生态圈的定位及应用价值、总体目标与构成、管理与技术支撑体系、生态服务模

式以及利益分配模式。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建设以提高各方需求、打造透明工厂、助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带动上下游企业助推产业升级为总体目标，其主要构成包括供应商生态圈的需求方、供给方、第

三方及以政府为主的检测方。生态圈主要依托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EIP)，以进入退出机制、互惠共生

机制、学习机制、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为核心的管理支撑体系，通过生态服务模式以及合理的利益分配

模式，打造出共赢合作、可持续发展的供应商生态圈。除此之外，在研究供应商生态圈框架体系的基础

上，研究和设计了其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了履约协同、智能监造、质量评价、物流监控、风险预警、产

能调配、行业评价以及产融融合，为进一步落实和应用生态圈奠定了基础与方向。 
未来，随着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持续完善、业务板块不断扩充，需要与生态圈各方建立良好的沟

通机制，及时准确的了解各方需求及业务方向，为全力打造可持续发展、高智慧运营的供应商生态圈健

康生态模式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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