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0, 10(6), 1092-1099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0.106132  

文章引用: 陈新圣, 吕振辉, 卞龙江, 洪芳华, 肖锋. 电网企业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构成模型及应用需求分析研究

[J]. 现代管理, 2020, 10(6): 1092-1099. DOI: 10.12677/mm.2020.106132 

 
 

电网企业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构成模型及应

用需求分析研究 

陈新圣1，吕振辉1，卞龙江2，洪芳华3，肖  锋4 
1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上海 
2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嘉定供电公司，上海 
3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上海 
4上海久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1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20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30日 

 
 

 
摘  要 

随着国家提出加快“双循环”和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格局，电网企业通过构建和谐共赢的电

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实现创新之举。本文通过对电网企业供应商生态圈建设现阶段情况进行梳理，分析

供应商生态圈包括供给侧、需求侧以及第三方在内的需求及业务提升点，并针对各方需求提出相关的建

议。分析及满足供应商生态圈各方需求，对打造共赢共生、可持续发展的供应商生态圈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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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tate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is the accelerating the “double cycle”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the power company achieves innovation by building 
the supplier ecosystem with a harmonious and win-win system. The article provided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meet the demand of all parties in supplier ecosystem based on analysing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demand of all parties, which is meaningful to create a healthy and sustain-
able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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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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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的攻关期。今年 5 月份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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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循环，以内需体系为主体，重点保障国内生产链和供应链稳定

运行，可以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总体来说国内大循环的意义在于“防风险、补短板”。与此同时，国

家提出加快 5G、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数字化基础建设，推动企业开展供应链创新试点，开

创和培育国际领先的供应链企业新时期。 
2020 年电网企业提出加快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构建和谐共赢的电工装

备供应商生态圈是主动适应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的创新之举。以产业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吸引各个

行业利益相关的企业共同打造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共赢价值平台，高效整合各类资源和要素，全方位促进

内外部资源共享及上下游高效协同，为实现电网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商业生态系统相关基础理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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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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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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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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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商业生态系统结构模型 

商业生态系统结构模型，是在理解商业生态系统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解决商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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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关系和组织形式问题而构建的模型。Moore (1996)构建了一个典型的商业生态系统结构模型[4]。 
生态系统结构模型(见图 1)主要由消费者、供应商、核心企业及分销商等主体构成，除此之外，还包

括竞争对手、政府、行业协会、标准制定机构等相关单位， 所以商业生态系统可以指小范围的企业内部

商业活动的集合，也可以指大的企业联合体，是跨越企业和行业领域，通过生态系统内各企业成员之间

相互合作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共赢的一种整体系统发展模式。 
 

 
Figure 1. The structure model of business ecosystem 
图 1. 商业生态系统结构模型 

3. 以国家电网为例分析各方需求 

国家电网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建设借鉴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秉承以“开放、共享、合作、共赢”

的理念，构建了以“五 E 一中心”为统一价值平台的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upplier ecosystem 
图 2.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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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生态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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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主要构成 

需求侧 
生态圈的需求侧是电网企业，同时也是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核心企业。国家电网作为全球最大

的公用事业企业及最大的电工装备采购者，通过成员企业能力和资源的共享来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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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供应商生态圈的骨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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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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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业务情况 

国家电网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建设以电工装备供应链为主线，电力企业及电工装备制造企业供

需双方为供应链的主线，由第三方配套服务企业为支撑的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已初具雏形。国网公司

在业务层面不断完善了与上游合作伙伴的外部协同机制，初步实现了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的全覆盖；以 EIP、
ELP 为代表的内上下游实时交互系统，实现了内外部业务的贯通，不断扩充业务板块、持续强化数据治

理、全面开展内外集成成为生态圈平台建设的重要任务。 
业务运作方面，电网企业公司通过数据共享、信息推送、平台互交等媒介，将订单、质量、库存、

物流的内部信息，与上下游企业分享，形成高效的供需在线合作机制。通过供需在线，实时接入供应商

生产、试验数据，实现在线监造、生产监控；对内与 ERP、ECP 进行贯通，为供需双方质量控制、服务

合作、数据挖掘、价值创造提供平台支撑。 
招标采购方面，电网企业公司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对招标采购进行有效的技术管控，电子商务平台规

范透明、功能完善的等特点，大大提升了招标采购效率。依托电子招标系统，对接中国招标投标等外部

平台，开展数据传输与信息共享。基于平台互交于信息共享，依据招标投标中用到的信用信息，以及在

评标、履约、抽检等过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一方面上传给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反馈给招标投

标活动中，作为招标投标的依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实际业务深度融合，建立招标投标信用数据库，

利用大数据生成招标人、投标人、代理机构等市场主体信用基本信息，引导生态圈诚信体系的建设。 
供应商线上服务方面，需求单位与供应商之间存在紧密关系，需要多方进行及时沟通协调，例如：

中标通知书、合同签订、发货通知等业务环节。电网企业通过 ECP 和 ERP 系统上的数据来源建立网上供

应商微服务大厅，包括门户首页，业务办理中心，各服务大厅系统。网上供应商微服务大厅满足全网各

项业务及时操作查询，涵盖招标采购、合同签约、合同履约、质量监督、供应商关系管理等功能，建成

的智慧型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 

4. 生态圈各方需求分析 

打造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是电网企业落实中央质量强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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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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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主要对象包括需求方、供应方和

设计单位等第三方。 
(一) 需求方 
电网企业作为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需求方，是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的核心企业。2019 年初，

电网企业内部各项物资业务实现了全程电子化，并具备智慧应用功能，绝大部分电工装备供应商数字化、

智能化制造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是供需双方还缺乏有效的数据交互渠道，无法实时准确了解供应

商产能、订单生产进度、制造工艺质量等信息，需要派出大量专家及工作人员定期深入现场跟踪了解。

此外，电工装备供应商无法及时准确获取需方相关需求的变化，以及其产品交付、投产运行、故障处理

等各方面信息，往往是被动地接受。需求方需求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demand side of supplier ecosystem 
图 3.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需求方 

 
(二) 供给方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供应方是电工装备制造企业及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基于电工装备供应商的现

状和特点，深度融入以电网企业为核心的供应商生态圈，成为我国电工装备制造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需求。推动圈内企业间进行信息共享、战略合作与协同创新，势必为推动供给方改革，有效提升行

业整体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供应方需求如图 4 所示。 
(三) 第三方 
设计单位、检测机构、监管方、第三方物流、金融机构、公共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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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工装供应商生态圈供应链配套服务主体，因此也需要围绕电工

装备供应链，满足在资源共享、价值分配及多方协同等需求。例如，设计单位需要更及时高效的获得电

网企业的设计需求；检测机构需要获得更及时的样品送检计划、送样信息、检测需求及检测结果反馈渠

道；政府部分作为供应商生态圈的监管方，担着监督管理、政策引导及发展规划的责任，需要及时获取

行业、监督管理等相关信息；物流企业需要更及时地掌握物流运输需求及供应计划变更等信息。第三方

需求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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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upply side of supplier ecosystem 
图 4.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供应方 

 

 
Figure 5. The third-party of supplier ecosystem 
图 5. 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第三方需求 

5. 相关建议 

(1) 供应链全环节内外信息贯通 
电网企业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需要供应链高效运营支撑电网高效

运行。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能够有效提升供应链运营及跨专业协同水平，有力支撑电网高效运行。在

现代智慧供应链的总体建设框架下，开展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建设，实现供应链全环节的内外部信息

贯通，将供应商产能、订单生产进度、制造工艺质量等相关信息与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平台对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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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业务协同、资源整合、生态服务能力，促进资源、技术、信息的融合共享，激活全供应链数据流价值，

高效灵活配置各类资源，推动电网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推进供给方信息共享，协同创新 
通过分析供应商在国网现代智慧供应链的规划设计、需求提报、招标采购、合同签订、物资生产、

运输监控、物资交付、仓储配送、物资调配、安装调试、设备运行、退役废旧各个环节的生态圈增值服

务需求，推动生态圈内企业间进行信息共享、战略合作与协同创新，推动建立一体化、集约化、标准化、

绿色化的发企业展模式，共同提升电工装备行业整体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的

先行军。 
(3) 第三方资源全面共享，业务高效运行 
通过提供物流、设计、检测和金融等生态服务信息，提供市场商机、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及配套技

术标准社会发布渠道，实现生态圈需求方及供应方资源、信息全面共享，支撑供应链业务高效运行，带

动电工装备走出国门。 
设计单位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实现与制造企业及建设单位的在线实时协同，及时获取设计需求与信息，

实现设计方案的确认工作，帮助供需双方更好的开展上下游衔接。检测机构通过及时的样品送检计划、

送样信息、检测需求及检测结果反馈渠道。将质量检测执行信息向供应商、检测机构及物流运输方进行

共享，实现封样、运输及检测等全环节的可视化及信息交互。针对第三方物流，依托物流协同机制，为

供应商、物流单位提供运输路线规划、物流运输信息在线共享、物流运输全程可见、物资运输状态智能

监控、告警等服务，同时在线完成物资交付及后续运输服务评价；通过协同共享，将工程项目需求信息

提前传递至生产制造企业及物流运输方，及时获项目的需求信息，并及时获得生产制造及物流运输等环

节的相关计划、进度及状态等反馈信息。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及时地掌握物流运输需求及供应计划变更

等信息。金融机构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采购方的采购、结算信息进行处理，利用各系统平台形成

的大数据搭建风控模型及额度测算，通过智能化、模型化方式实现订单融资及保理业务线上化操作，更

好的融入供应链体系中，及时有效的获取供需信息。 对接公共服务、社会诚信、原材料价格、行政监督

等社会服务平台，获取相关信息数据，辅助业务开展，合理确立信息公开颗粒度及展现形式，主动向社

会推送采购需求、招标公告、中标结果公告、设备采购价格等信息，实现与社会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

交互共享”。通过开放平台的方式，提供给政府机构等监管方提供相关数据，以平台互交等方式与供应

商生态圈企业实现信息交互，带动合作伙伴积极开展信息集成，促进资源和信息的融合高效协同，使监

管方更高效的引导政策、监督管理，更精准的分析行业发展与前景。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电力企业供应商生态圈建设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生态圈各方需求，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

议。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已初具雏形，电网企业与各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共同机制，不断完善与上游

合作伙伴的外部协同机制，初步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全覆盖，通过 EIP、ELP 等平台实现业务内外部贯

通，全面开展内外集成。不断提升与满足生态圈各方需求是实现和完善供应商生态圈可持续发展性和竞

争性的重要方法之一。针对需求方，也就是电网企业，往往处于被动接受信息，供需双方缺乏有效的数

据交互渠道。通过开展电工装备供应商生态圈建设，实现供应链全环节的内外部信息贯通，提升业务协

同。通过统一的供应商生态圈平台，实现需求、协同及增值信息共享，保持供给方持续协同创新，有效

地提升整体的竞争力。提供市场商机、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及配套技术标准社会发布渠道，可以满足生

态圈第三方资源共享、多方协同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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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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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机制，及时准确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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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