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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究在途物资管理系统在某电力企业物资管理中产生的供应链协同效应，评价该系统对供应链管理

的效果。通过梳理当前业务环节的痛点与难点，分析开展供应商协同合作的必要性，再利用信息化手段，

以实物流为引擎，建立基于云端服务的电力在途物资管理系统，将仓储物资管理系统与在途物资管理系

统进行资源整合共享。在供应链协同管理效应下，在途物资管理系统实现了电力物资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物资管理更加高效，供应链更加流畅，帮助电力企业与电力物资供应商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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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upply chain synergy effect of the in-transit material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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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aterial management of an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 and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the system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current 
business links, the necessity of supplier cooperation is analyzed. By using information means and 
taking physical flow as the engine, a cloud-based power in-transit material management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 integrate and share resources between the storage materi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n-transit material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the effect of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the in-transit material management system realizes the full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power materials, makes the material management more efficient and the supply chain smooth-
er, and helps power enterprises and power material suppliers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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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四五”以来，党中央要求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1]。电力企业围绕供应链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紧抓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

遇，将传统物资管理业务与信息化技术有机融合，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物资管理理念变革，支撑公司

发展布局落地。本文通过分析该电力企业现有物资供应链业务环节的痛点与难点，运用信息技术解决传

统物资管理上的弊端，即管理关注点集中在公司内部业务效率提升，忽视外部供应链协同作用。通过在

途物资管理系统建设，构建需求联动、施工进度实时互动、供应链协同服务的现代物资管理体系。在供

应链协同效应的推动下，通过延伸物资供应管理的信息联通，提升物资供应保障能力，打造电力物资数

字化全局管控模式，实现电力物资智慧供应。 

2. 业务现状 

随着电力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该电力企业每年承担着大量的电力物资类、施工类履约供应工作。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项目现场、需求单位或供应商提出履约交货变更，但是履约过程涉及采购履约管理

人员、供应商、施工单位、运输单位、实物保管部门等多方协同，因此在变更过程中，传统采用的邮件、电

话等沟通方式，往往会出现协调不及时、信息传输延误滞后、信息准确性不高等情况，造成影响供应商的排

产和生产、不具备条件收货、送货时间不合适等情况，从而影响项目进度等问题。物资供应过程中，因信息

交互偏差、履行情况难把控、以及监管把控难等问题是当前该电力企业前端发展急需解决的痛点难题。 

3. 研究理论及依据 

3.1. 供应链协同 

在传统的电力物资供应管理的过程中，优化提升方案的出发点是提高企业内部的仓储、配送管理效

率。但物资供应管理的实质涉及到产业链上下游多方协同，需要站在供应链整体视角下开展工作。协同

管理下的供应链是以实现单个物流组织没有能力完成或者其能完成但并非整个物流系统最优价值的任

务，从而实现供应链总体效果优于各个单独效果之和的物流形式[2]。因此，供应链协同视角下的物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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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以链上核心企业为主导，通过开展上下游企业信息交互工作，增加链上企业信息交流频率和真实性，

进而实现整体工作流的协调合作，达成供应链协议战略联盟。 

3.2. 电力物资仓储管理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想要在市场中获得生存发展，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来提高运营效率。仓储作

为企业生产运营的重要部门，物料供给的及时性、准确性以及人员的工作效率将直接影响生产运营的效

率，也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用于仓储管理中，提

高仓储信息化以优化改造仓储作业流程，实现对仓储物流成本的控制。 
洪健等人指出了大数据在电力物资管理领域上的三个潜在应用方向，分别是供应链效率分析、供应

链效益分析和供应链预警监控，并构建了物资全供应链大数据应用体系，在仓储管理上提出了物资品类

分析、仓储策略分析、仓储辐射分析和库存预警值分析 4 项应用路径、分析方法及应用意义[3]。聂洁净

等人提出通过引进信息管理系统，优化仓储出库、入库、库存三方面的业务流程，有效提高仓储管理效

率，借助系统自动识别功能，实现全过程操作的智能化和精准化，规避人为因素，提高库存物资信息的准

确性，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王莹玉针对电力物资仓储管理严重依赖管理人员的困境，通过运用 RFIP 技术、

传感器技术、条形码技术等物联网技术，结合监控设备，部署业务网，构建电力物资仓储信息系统平台(监
控大屏)，将传统管理中心难以信息化管理的功能实现物流信息化管理，赋能数字管理和物资可视化管理。 

3.3. 电力物资履约过程管控 

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增了用电量的需求，加大了电网工程项目的建设，因而也产生了大

量的电力物资管理合同。电力物资是电力企业进行电网建设与维护的基础是，而电力物资合同履约情况

恰恰关系到整个电网工程的建设和发展。史嫣等人针对电网工程物资开展合同履约精益管控，将质量管

理、生产及交货进度管理、技术服务管理三个关键内容作为切入点，提出了优化合同履约管理流程，强

化制度标准管理要求，建设物资调配平台，落实履约评价结果的措施，实现物资合同履约流程高效顺畅、

合同履约人员工作行为标准规范、物资采购风险防控显著有效、履约能力显著提升[4]。洪健等人针对合

同管理提出基于大数据的供货效益分析，将合同基础信息、物资供应计划、物资运输情况、到货信息等

数据整合后统一分析，结合线性规划等算法评估供应商履约水平及供货效益，为合同履约环节提供监控

预警的依据，同时也为招标打分环节提供数据支撑。冯曙明等人依托移动互联技术、二维码技术，打造

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物资交付移动应用，具备物资身份识别、移动应用消息通知、物资二维码铭牌、现

场物资验收四项功能，拓展物资管理信息化支撑手段，打破现有信息系统壁垒，构建内外部信息沟通渠

道，提供支撑现场业务办理的功能，全面提高物资交付与验收业务的服务和管控水平[5]。彭娟等人针对

常规物资采购合同履约从物资供应计划管理、生产管理、运输管理、交付和检验管理、投运和质保管理

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履约计划过程全环节管控信息管理和共享机制有待提高、物资需求侧与供应

商侧交互环节效率低、现场收货业务流程效率有待提高三个问题，因而采用“移动互联”技术，构建物

资供应全物资、全模式、全过程动态物流管理体系，构建物资履约管理应用，具备合同管理、供应商管

理、生产监造管理、配送管理、物资交付管理、仓储管理六项功能，实现物力集约化管理的提升[6]。 

4. 系统建设 

4.1. 制定针对性履约管控措施与分析模型 

通过对电力物资供应计划管理全过程管控的流程分析，可以得出电力工程物资供应计划管理全过程

管控的节点的具体设计。但是，不同节点对整个管理流程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将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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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分析梳理关键节点，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层次分析法权重向量，并在 TOPSIS 法中引入相对贴近

度来权衡两种距离的大小，梳理明并且关键节点[7]。同时运用物联技术对履约过程数据进行全面采集，

运用画像分析模型，对履约业务进行标签化处理，形成履约节点画像，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履约管控措施

与分析模型。 
针对物资类履约管控以物资订单管理为抓手，搭建物资类履约管控专区，从数量、金额、地点、时

间维度，掌握备品备件、工程物资、电商物资、劳保物资的物资履约全过程，聚焦下单、元器件采购、

排产、发货、到货等关键里程碑节点过程，实现物资履约全流程可视、可控，有效避免履约盲区，减少

重复沟通工作，提升履约过程质效。 
同时，施工类履约管控以履约管理为抓手，搭建施工类履约管控专区，以履约批次号为切入点，分

析框架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图表可视化的展示方式，可按施工队、关联框架协议、关联项目等层层递进，

管控履约状况，提高框架执行率。 

4.2. 研发电力物资在途履约系统 

履约全程管控通过在途物资系统模块实现，包括管理端与移动端小程序(管理端小程序和供应商端小

程序) (图 1)。管理端功能包括采购管理、供应商管理、通讯录管理、系统管理；小程序端包括采购管理、

供应商管理、通讯录管理；管理与移动端的结合，打造可视化履约管控集成系统，实现现场作业与远程

作业的无缝结合，助推履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运用大数据分析模型，梳理履约关键节点，确保里程

碑节点信息全息可视，有效规避物资采购供应链风险，提升物资供应链服务水平。借助履约根据管理模

块，可以实现对在途物资的全链全量信息的掌握，从采购申请、运输过程，再到供应商排产生产，整合

外部工业互联网，落实协同制造机制，采集生产制造全量数据的归集，深入推动上下游高效开展协作。

同时依托物联网定位技术，打造在途物资信息统计看板，实时动态展示在途物资信息，实现物资数据动

态监控；看板数据实时刷新，管理人员及时洞察数据异动，将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物资信息直接表露，为

后续的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与数据保障，推动物资管理实现高水平动态调配。 
 

 
Figure 1. Material in-transit management system 
图 1. 物资在途管理系统 

5. 在途履约系统实施效果 

5.1. 全局资源可视、可调、可监 

基于该电力企业物资采购供应全链业务流程的复杂性多变性，设计在途履约管理系统，对接企业内

部全量仓储资源管理系统，基于整体业务作业的线上化，全面动态掌控物资的在库和在途状态，实现全

局资源的可视、可调、可监。 

5.2. 减少重复沟通工作，提升履约过程质效 

制定针对性履约管控措施与分析模型，针对物资类履约管控，以物资订单管理为抓手，搭建物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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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管控专区，从多维度掌握全量物资履约全过程，聚焦关键里程碑节点过程，实现物资履约全流程可

视、可控，有效避免履约盲区，减少重复沟通工作，提升履约过程质效。 

5.3. 实时监测预警履约状况 

运用移动作业、数据挖掘等新技术，研发履约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管控平台，通过履约跟踪管理系

统模块，实现对在途物资的全链全量信息的掌握，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履约状况。 

6. 小结 

在途物资履约系统不仅是电力企业与供应商建立有效沟通、增强协作的桥梁，还是电力企业物资管

理信息化水平的体现。为提升供应链协同管理水平，提高物资供应保障服务水平，设计在途物资履约平

台，建立协同化电力物资供应链。同时该系统对接企业内部仓储管理系统，不仅加强了全量全链物资管

理，通过订单共享也有利于与供应商形成长久的战略合作[8]。在途物资履约系统的应用将形成电力企业

物资全局管控数字化转型建设的典型案例，提供给电力系统内各专业各单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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