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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企业仓储物资管理高标准、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仓储物资管理提升的重

要动力和有效途径。尽管企业已经尝试通过部署相关信息化管理系统来提升仓储管理水平，但信息化建

设应用为深入服务全局，仍存在业务覆盖不全面、系统开发不深入等问题，导致企业仓储物资管理的难

点迟迟未能解决，需要通过对仓储管理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完善系统缺失功能，从而实现对仓储物

资管理水平的再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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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high standard and high quality of enter-
prise storage materi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and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torage material management. Although the enterpris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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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warehousing management by deploy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man-
agement system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 business coverage and system development, which 
lead to the difficulty of enterprise warehousing material management being unsolved. It is neces-
sary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warehousing management, improve the 
missing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storage materials. 

 
Keywords 
Warehous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Storage System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电力物资仓储配送是保障电网安全，提高电力行业产业单位整体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与国网主

业相比，产业单位物资仓储管理基础相对薄弱，标准化建设水平偏低，装备技术水平相对滞后，受市场

化需求波动，客户需求个性化差异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多，业务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元化特点更加突出。

物资仓储管理既有与主业的通用性，也具有自身业务体系和管理模式的独特性。 
本文通过对某电力企业仓储管理现状调研分析，以现有仓储信息化建设资源整合优化提升为基础，

将传统手工管理模式逐步转化为现代化信息化仓储物资管理模式，降本增效，促进数字化仓储发展，支

撑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2. 目前企业仓储信息化系统现状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形势下，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能源血脉，在国

内大循环体系中具有强大的带动力，电力施工企业必将发挥其不可取代的作用。随着管理精益理念的引入，

电力施工企业面向仓储实物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发展，物资管理的越来越细致，响应速度要求越来越高，

对仓储现代化的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物资管理、流程把控、出入库效率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实

物物资作为电力的重要支撑资源，受限于旧有的管理模式，发展瓶颈日益显现。为了解决仓储发展中的实

际问题，引导仓储实物管理良性健康发展，需要对企业所辖仓储系统进行统一且系统性的改造。 
面对仓储场景的新形势、新特点，电力企业当前普遍采用的传统现场作业及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要

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标准化建设不足 

经过多年的努力，尽管电力企业物资管理总体上逐渐趋于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但在仓储实物

物资管理方面，仍更多的以传统管理模式来维系运行[1]。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

亦有部分分公司在仓储领域进行探索和尝试，但总体上个性化有余全面性不足，无法实现集团公司统筹

管理的目标。 

2.2. 业务管控不全面 

库区实物管理没有实时出入库台账，出入库过程并没有与作业人员及作业任务建立实时关联，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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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手续是否合规、领用归还是否准确，无法第一时间体现。以纸面单据为主要的管理线索，维度单一，

无法完整回溯业务流，易产生管理盲区，致使账、卡、物不一致的问题产生。其次，作业管控流程不清

晰，缺乏有效的动态控制手段，部分单位对作业的管控缺少必要沟通和协作，难以对仓库现场管控过程

进行有效监督。 

2.3. 设施设备陈旧，未普及信息化管理 

毋庸置疑，新时期下各项工作都有赖于先进的信息网络和智能设备，这样即保证了工作质量，又提

高了工作效率，电力企业的物资仓储管理同样如此。特别对于有使用期限、检测周期、保养周期的特殊

物资，没有借助有效的信息化手段进行精细化管理，一方面容易产生安全隐患，也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浪

费，不利于公司仓库精益化管理工作的开展[2]。 

3. 深度应用信息化仓储管理优化分析 

为企业建设基于实物的 WMS 仓储管理系统，实现 WMS 工作台、基础数据管理、物资管理、工器

具管理、集团物资管理、工作流管理、系统管理。提升物资仓储管理的运营效率，加快工程项目物资的

结转速度。全面管控企业物资的出入库、退库等环节，杜绝不规范、不符合流程、以及线下人工出错率

高等问题，以最小成本实现仓储作业流程的统一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实现账、卡、物百分百一致的目

标。通过规范化仓储作业流程，企业总部可实现对物资的统筹管理，动态跟踪物资供应情况，为各单位

物资的供需联动提供更好的调度和支撑。 

3.1. 深度开发仓储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功能 

基于实际仓储物资业务需求，对工作台、基础数据管理、物资管理、工器具管理、集团物资管理、

工作流管理、系统管理等功能进一步深度开发，补全原有仓储信息系统前段、后端缺失功能，即建立

库区实物管理实时出入库台账，并将物资出入库过程与作业人员及作业任务建立实时关联，强化物资

仓储管理系统的全周期、全链条管理，进一步提升仓储管理精益化水平。其次，基于库区实物管理实

时台账，在仓储物资管理系统内深度开发物资管理的报表功能，对仓储物资信息管理系统的各种数据

进行实时汇总，并利用辅助系统完成数据分析，自动生成仓储管理所需的统计报表，为仓储物资管理

提供决策依据。 

3.2. 应用仓储条码及电子标签技术 

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标签技术也趋于成熟，具有包含信息量大、采集数据速度快、系统

可靠性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各大中小型企业日常仓储管理中[3]。通过电子标签扫描，可以将物资的数

量、种类等相关信息快速集中到仓储信息系统中，同时出入库等各种作业任务也可在现场完成实物和数

据的同步操作，物资盘点之后立即生成可与系统进行比对差异的盘点报表，在大幅降低作业量的同时提

升作业人员工作效率。除此之外，对于有使用期限、检测周期、保养周期的特殊物资，通过助有效的信

息化手段进行精细化管理，一方面降低安全隐患的产生的概率，另一方通过对库存物资信息的掌握，便

于开展物资供需利库工作，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4]。 

3.3. 实现过程可溯、区域物资闭环管理 

通过仓储物资信息管理系统，强化物资资源统筹与监控预警等功能[5]，借助电子标签唯一性功能，

科学统筹各类物力资源，推动业务模式由“线下流转”向“线上运行”转变，推动调配管理由“人工处

理”向“智能处理”转变。充分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研究智能化物资调配策略，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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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仓储网络、定额储备、预约领退料、主动配送等一套业务管理模式，保障物资供应的规范性和可

追溯性，助力现代(智慧)供应链与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 

4. 实施效果 

基于实际物资业务需求的仓储管理信息系统，借助电子标签等技术手段，实现仓储内每个物资均有

自己的标签，通过标签扫描可以一键读取物资的供应商、生产批次、体积等相关信息。仓储出入口均配

置自动感应传感器，物资通过后相关信息将主动上传至信息系统，实现自动化物资出入库管理。此外，

在物资盘点作业的过程中，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帮助仓管员更好地掌握物资信息，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在

库物资库存信息自动化统计，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反馈在库物资数据信息，便于仓储管理员更好地

调整和控制库存物资，实现清仓利库。 

4.1. 提高物资出入库效率 

物资在生产完成后，由供应商安装电子标签并扫描配送，仓储信息系统将自动输入相关物资数据。

在配送过程中，仓管员可以实时掌握在途物资信息，提前做好接车计划。当物资卸货完成后，经过仓库

入口的自动传感器时，物资入库信息同步上传至信息系统并对其进行检查，信息无误后将转换成库存信

息，入库信息错误时系统将自动预警，提示仓管员处理问题。入库信息确认后，信息系统将结合库位信

息主动为物资筛选最佳存储位，并通过手持终端引导作业人员快速到达制定位置进行存储，物资上架后，

电子标签与货位绑定，库存信息随机更新。 

4.2. 物资配送方便快捷 

物资配送一直以来是仓储物资管理的重点环节，因为从物资入库、存储、出库等全环节过程管理中

都存在错误记录和操作的可能性，进而会对物资配送的准确性产生影响，甚至会直接导致项目工程进度

的延后。因此，为了有效规避上述风险，仓储作业人员需要在物资出库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待出

库物资进行反复多次的检查，这也就导致物资仓储管理的效率一直难以大幅提升。而仓储物资管理信息

系统将物联网等技术融入到仓储作业的各个环节，通过透明的数据和标准化的管理，实现出库效率的提

升和时间、人力成本的降低，提高仓储作业的经济效率。 

4.3. 加速流转自动拣货 

由于仓储物资管理信息系统对在库物资的准确记录，物资找货可依据系统数据准确找到物资存储位

置，不再需要逐一开箱寻找确定，整体工作效率至少提升 22 倍，缩短找货时间约 80%；除此之外，仓储

物资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对作业流程标准化线上管理，规范仓储物资管理，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的仓储作业，在有效缩短仓储物资管理流程和时间的同时提高单位时间仓储作业量，实现年度仓储吞吐

量的大幅提升，并且通过作业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存储，进一步提升物资仓储管理透明度[6]。 

4.4. 提高在库盘点准确率 

长期以来仓储盘点作业以人工盘点为主，遗漏和多记等问题持续发生，盘点作业准确性不高，效

率难以提升。通过物资识别技术的介入，物资信息可通过机器远程、动态地自动获取，同时仓储物资

管理信息系统根据预设盘点规则自动生成盘点报表，并与机器获取的盘点数据进行比对，使得仓储盘

点作业准确性大幅提升，错误和遗漏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规避，使得仓储物资在库盘点的作业效率得到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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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对某电力企业仓储物资管理信息系统分析，结合问题导向，探索解决途径，深度开发应用信息

化管理方式，合理利用原有仓储管理资源完善现代化仓储信息管理系统，使仓储物资信息实现实时供需，

切实提升物资管理效率，提高企业仓储物资管理精益碎片，为电力电网企业打造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提

供了实践指导和决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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