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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电工装备相关业务，在供应商管理方面，以电网企业中的供应商为主体，从供应商评价入手，

对供应商接入情况，及供应商接入评价功能开发情况进行梳理，结合供应商评价业务需求，对评价范围、

评价内容、评价标准、权重设置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实现对供应商评价模型的分析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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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lectrical equipment related businesses. In terms of supplier management, 
it takes suppliers in power grid companies as the main body, starts with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sorts out supplier ac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ier access evaluation functions. Comb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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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upplier evaluation business needs, it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cope, 
evaluation content,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weight setting content to realize the analysis and op-
timization of the supplier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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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为载体，通过对电网企业的供应商进行评价，可以为电工装备业务无缝衔

接供应商绩效评价、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等现有核心业务奠定做好准备，为将来绘制供应商全息画像，

全面开展供应商多维评价等业务奠定基础，支撑接入平台供应商的差异化管理。在评价过程中，根据评

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三方面，对评价模型进行分析与优化。 

2. 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 

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是基于供应商能力、意愿展开建设，对供应商进行统一接入和应用管理的平

台，根据不同物资品类的开发与迭代，要求供应商统一运作，分工负责，最终实现平台的统一和标准化。 
因此，通过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的建设，能够实现对供应商的差异化管理，从而把控产品生产质

量，为电工装备行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3. 供应商接入评价体系现状 

对供应商进行差异化的管理，首先需要对供应商制定一套标准化的评价体系，通过各项评价的能力

点，对供应商进行打分评级，针对不同供应商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但就目前为止，供应商评价与选择显然存在着较多缺陷。例如，在选择合作供应商的过程中，选择

的主观判断成分较高，更多的是根据过往印象或者是历史履约能力来确定合作供应商。在选择供应商的

过程中，没有较为科学可行的选择标准，目前的供应商选择主要以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价格、履约能力

等方面为依据，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没有对供应商在接入前中后期的各项数据进行整

合与协同。 
因此，可以通过对供应商的数据协同能力进行评价，从而对供应商进行分级评分，实现对供应商的

管理。根据平台运行的核心业务点及运行维护的内容，供应商需将自身相关的业务数据上传至系统，对

数据进行协同。业主根据供应商应协同的数据进行评分，对数据协同的完整性进行考核，并对已协同的

数据质量进行考核，保证产品生产质量。 
将电网企业中供应商的数据协同能力应用在供应商管理业务中，对供应商管理和电工装备行业的发

展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与意义。 

4. 供应商在平台中的数据协同要求 

在接入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前，供应商应该根据平台的接入通用标准、接入数据标准、接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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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等标准化要求，对自身进行完善或整改。 
供应商在符合接入标准体系的前提下，根据平台各功能模块的需求，将自身相关业务的数据上传至

平台，其中包括接入阶段和运行阶段。接入阶段需要对供应商接入的完整性和接入规模进行评价，接入

完整性指的是供应商需要根据平台的核心业务点，将相关的自身信息及时上传至系统；接入规模指的是

对供应商接入的生产线规模进行评价。运行阶段需要对供应商的数据传输质量、订单生产质量、生产进

度及时率和订单检测覆盖率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5. AHP 层次分析法 

1. AHP 层次分析法定义 
层次分析法是指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目标分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

分解为多指标(或准则、约束)的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

以作为目标(多指标)、多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将决策问题按总目标、各层子目标、评价准则直至具体的备投方案的顺序分解为不同

的层次结构，然后用求解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办法，求得每一层次的各元素对上一层次某元素的优先权

重，最后再加权和的方法递阶归并各备择方案对总目标的最终权重，此最终权重最大者即为最优方案。 
2. AHP 层次分析法的优势 
层次分析法比较适合于具有分层交错评价指标的目标系统，而且目标值又难于定量描述的决策问题。 
层次分析法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

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从而最终使问

题归结为最低层(供决策的方案、措施等)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的相对重要权值的确定或相对优劣次序的

排定。 
AHP 层次分析法具备以下特点： 
(1) 输入信息主要依赖决策者的选择和判断。决策过程充分反映了决策者对决策问题的认识，在利用

AHP 层次分析法时，可以根据目前电工装备业务的进度和侧重点，通过输入信息来反应主要评价考核的

方向和重点； 
(2) 简洁性：基于高中知识，可不用计算机完成计算，基于简洁的算法，对整体业务推进而言可以减

少供需双方的压力，通过简单的分析法得到科学客观的评价模型； 
(3) 实用性：能进行定量分析，也可定性分析；而通常最优化方法只能用于定量分析，对于供应商数

据协同能力的评价而言，对供应商的定性分析并不能具体准确的展现供应商的能力，同时无法对供应商

进行差异化管理，只有通过定量分析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4) 系统性：人们决策大致分三种：因果判断、概率推断和系统推断，AHP 属于第三种把问题看作

一个系统。根据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的发展需求，供应商需要得到系统性的管理，对所有平台内的供

应商进行统一标准化的管理，才能够更好的助力电工装备行业发展[1]。 

6. AHP 层次分析法在供应商数据协同能力评价中的应用 

在明确了供应商数据协同能力评价的方向之后，结合 AHP 层次分析法，对评价的内容进行细化和打

分。 
使用 AHP 层次分析法来解决问题时，需要按照以下四个步骤： 
(1) 建立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 
(2) 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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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相对权重； 
(4) 计算各层元素组合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基于原有供应商接入评价模型，对评价范围、评价内容、评价标准、权重设

置以及各层次指标计算公式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对现有评价模型优化完善[2]。 
1. 建立供应商接入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在深入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将供应商接入有关的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若干

层次，同一层的诸因素从属于上一层的因素或对上层因素有影响，同时又支配下一层的因素或受到下层

因素的作用。最上层为目标层，包含唯一的因素即供应商接入评价目标，最下层为对象层，即以供应商

为评价对象，中间包含若干个层次，由不同的层次指标组成。对所有指标进行含义解释、属性分类及计

算公式设计。 
2. 构造成对比较阵 
从供应商接入评价层次结构模型的第 2 层开始，对于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

用成对比较法和 1~9 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较阵，直到最下层。 
3. 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 
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

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若检验通过，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权向量：若不通过，需重新构造成对比较阵。 
4. 前后模型比对 
包括评价内容、权重、指标计算公式等内容，形成供应商接入评价模型优化方案。  

7. 供应商数据协同能力评价方式 

根据上述供应商数据协同能力的评价方向及 AHP 层次分析法的应用方式，对供应商开展评价。评价

内容主要由接入阶段和运行阶段两部分组成：接入阶段主要评价供应商的接入完整性及接入的生产线规

模。运行阶段主要评价供应商的接入数据传输质量、生产质量、生产进度及订单在线监测覆盖情况等内

容。 
根据评价内容建立更加细则的评价项，明确评价项的定义，并设定评价项的打分计算方式。 
(1) 接入阶段 
在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初步进入到正式运行的阶段，供应商接入作为第一步非常重要，因此权重

占比的设置可以稍多一些，随着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运行的逐步完善，可以将权重的重心逐渐转移至

运行阶段。 
接入阶段作为一级指标，具体包括接入的业务模块、工序、参数、试验项目、视频监控及接入的生

产线数量等内容。其中包含的二级、三级指标包括： 
1) 接入完整性 
a. 业务模块接入率 
主要评价业务信息各模块接入情况。 
b. 接入工序覆盖率 
接入工序覆盖率主要评价物联信息工序接入情况。 
c. 接入参数覆盖率 
接入参数覆盖率主要评价物联信息参数接入情况。 
d. 接入试验覆盖率 
接入试验覆盖率主要评价出厂例行试验项目接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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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接入视频覆盖率 
接入视频覆盖率主要评价物联信息监控视频覆盖情况。 
2) 接入规模 
a. 接入产线规模 
接入产线规模主要评价接入生产线数量。 
(2) 运行阶段 
基于现阶段的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的发展，运行阶段的权重占比相较于接入阶段，可以少占一些

比例，待平台运行逐步稳定后，再增加权重占比。 
运行阶段作为一级指标，具体包括数据传输质量水平、订单生产质量水平、生产进度及时率和订单

监测覆盖率等内容。其中包含的二级、三级指标包括： 
1) 数据传输质量水平 
a. 数据传输质量水平 
数据传输质量水平主要评价数据传输完整性、稳定性和及时性等。 
2) 订单生产质量水平 
b. 订单质量达标率 
订单质量达标率主要评价订单质量达标情况。 
c. 订单质量水平 
订单质量水平主要评价订单质量评价结果平均水平。 
d. 质量超限告警情况 
质量超限告警情况主要评价生产质量告警情况。 
e. 订单质量问题处理及时性 
订单质量问题处理及时性为减分项，主要评价供应商处理订单质量问题的及时性。 
减分方式为：每发生一起质量超限问题处理不及时的情况，扣 1 分，最多 35 分。 
由相关问题处理业务人员进行问题条目信息的收集，并作为扣分依据。 
3) 生产进度及时率 
a. 订单进度及时率 
订单进度及时率主要评价订单生产进度及时情况。 
4) 订单监测覆盖率 
b. 订单基本信息监测覆盖率 
订单基本信息监测覆盖率主要评价供应商订单被平台监测的覆盖情况。 
c. 订单生产信息监测覆盖率 
订单生产信息监测覆盖率主要评价供应商订单生产制造数据被平台监测的覆盖情况。 
(3) 否决项 
当供应商向平台传输数据的过程中，发生故意伪造、篡改数据等行为，导致数据存在真实性问题的，

应进行一票否决，将该供应商本次评价结果定为 0 分，同时按照公司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8. 结语 

根据电工装备平台的业务需求，对供应商的数据协同能力进行量化，利用 AHP 层次分析法对供应商

数据协同能力进行展开分析，设置权重占比并制定打分规则，能有效解决电网企业中的供应商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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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支撑了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助力电工装备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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