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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供应链运营业务开展现状调研梳理，明确供应链精益运营实用化的重点要求，找到影响供应链

运营管控实用化的因素，并提出对应的供应链运营优化提升策略，探索和研究全链协同提升，优化供应

链精益运营体系，推进供应链流程贯通集成运营，驱动供应链数智化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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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 chain operatio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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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es key requirements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lean operation, finds out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supply chain operation,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collaborative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chain, optimizes the lean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supply chain, promotes the integrated oper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process, and drives 
the efficiency of supply chain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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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企业必须有大局观，才能明晰企业的战略环境，从而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战略[1]。随着供应链数

智化、绿色化加快转型发展，增强供应链柔性和韧性，建设一流供应链企业，亟需开展世界一流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企业供应链能力要素分析与精益运营体系构建研究，发挥聚合链上全域数据要素之力，赋能

公司供应链体系安全稳定运行和价值创造，成为供应链赖以生存的“智慧大脑”和“指挥中枢”，推动

企业供应链向绿色化、数字化、协同化、智能化转型，提升供应链管理精益化水平，推动供应链管理高

质量发展。 

2. 供应链运营提升背景 

大国竞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需要逐步向“产业链组织者”升级，增强供应链服务能力和产

业链组织能力[2]。供应链管理是加强企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的关键内容，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必要手段，也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国务院国资委加快开展国有企业对标世界一流

企业行动，提高央国企数字化能力，推进央国企高质量发展，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中加强供应链管理的指导意见》，推动中央企业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和水平，建设协同化、智慧

化、精益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现代供应链，持续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和水平。 
随着供应链数智化、绿色化加快转型发展，增强供应链柔性和韧性要求不断加强，亟需开展世界一

流企业供应链目标下的供应链运营管理提升研究，发挥聚合链上全域数据要素之力，赋能供应链体系安

全稳定运行和价值创造，推动企业供应链向绿色化、数字化、协同化、智能化转型，提升供应链管理精

益化水平，推动供应链管理高质量发展。 

3. 供应链运营管理现状 

1) 平台应用方面 
公司供应链运营中心均建设供应链运营平台(ESC 平台)，支撑供应链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涵盖运营

分析决策、资源优化配置、风险监控预警、应急调配指挥、数据资产应用等模块，并通过开发应用率等

数据统计功能，促进平台功能优化。 
2) 组织机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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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单独的供应链运营中心，开展供应链运营中心职责、岗位、制度等建设工作。供应链运营

中心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设置相关岗位，涵盖运营分析决策、资源优化配置、风险监控预警、数据资产

应用、应急调配指挥等基本职能。 
3) 日常业务运营管理方面 
围绕运营分析决策、资源优化配置、风险监控预警、应急调配指挥、数据资产管理和应用等核心业

务，常态化开展供应链运营中心建设与运营工作，赋能供应链运行提质增效。 
运营分析决策方面，依托供应链运营平台(ESC)，构建业务数据模型和运营指标体系，建设多维度统

计分析功能和专题分析内容，实现系统自动分析、常态化监控。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依托 ESC 平台，接

入实物库存、在途订单等物力资源数据，从不同维度探索建设物资供应全链条可视化场景，实现物资供

应履约业务在线开展。风险监控预警方面，通过梳理供应链关键业务环节运营风险点，围绕供应链业务

流、资金流、实物流，常态化开展业务合规、业务效能监控预警。应急调配指挥方面，按照“平时准备、

灾时保障”的原则，开展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4. 供应链运营存在的问题 

1) 运营能力方面 
智慧运营能力较薄弱。平台运营尚处于摸索阶段，运营管理经验欠缺、数据治理能力薄弱、信息化

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已成为阻碍全链条运营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2) 运营机制方面 
运营工作规范化水平有待提升。供应链运营中心均通过编制、下发供应链运营文件的方式，明确运

营工作职责、标准、流程，健全供应链运营工作机制，但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应急项目超

期未完成、具体岗位职能落实不充分等行为，运营工作制度未落到实处，运营执行能力有待加强。 
3) 人才体系方面 
运营管理人才匮乏。随着供应链运营中心各项业务逐步实用化运行，特别是监控预警、数据分析、

资源统筹、数据应用等工作，对数据分析和信息化能力要求较高，但当前既懂业务又懂数据分析的运营

人才短缺，数据治理、价值挖掘水平较低，专业素质培养又需要一个过程，人员能力与业务需求之间的

矛盾突出。 
4) 平台应用方面 
平台功能实用化水平有待提升。供应链运营平台拥有丰富的功能应用点，但平台功能存在冗余，与

实际业务贴合不足，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能够有效支撑业务管理决策的功能应用相对有限，导致平

台功能普及率、应用率不高。 

5. 供应链运营管理提升方向 

供应链的运营水平体现了企业供应链的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及合规程度等内容，是所有供应链绩效

评价模型关注的重中之重[3]。供应链运营作为公司供应链体系的“大脑中枢”，在供应链现代化发展、

绿色转型、数智转型中具有关键作用，迫切需要加强供应链运营体系顶层规划设计，明确运营职能、优

化运营机制、完善组织体系、升级系统平台，推动供应链运营体系数智升级。 
1) 提升业务监控协调能力 
不断拓展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监控手段，持续推动“人防”向“技防”转变，快速识别全链条时效

性、合规性风险，实现供应链供应风险、合规风险的智能、有效防控。通过进一步建立快速响应的异常

处理联动机制，应用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流程引擎及流程自动化工具，构建科学、完善、全面准确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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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标签库管理、策略库管理等知识库，实现异常问题智能决策，协同指挥。 
2) 提升资源统筹调度能力 
聚焦在全供应链的调度指挥，协调指挥供应链调配、应急业务的开展，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

配公司全量资源，快速响应需求，调配模式从单一业务管控向全量统筹延伸，线外人工调配升级为线上

平台调配，资源统筹范围需要从原来的实物资源向供应商寄售物资、检储配、仓储等物力资源进行拓展，

从线下协调线上指挥的转变。 
3) 提升管理分析评价能力 
针对业务发展趋势和痛点难点问题，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开展业务运营分析，为管理决策提供依

据，精准指导业务高效运营。建立涵盖运营效率、运营规范、产品及服务质量、创新发展等全方位的供

应链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供应链绩效评价，形成绩效评价优化提升机制。基于数据分析、业务诊断及预

测结果，制定策略优化措施，优化提升运营质效。 
4) 提升专业规划转型能力 
结合国家、公司重点战略要求和国际领先标准，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洞察供应链转型趋势以及新

技术发展趋势，找准供应链产业链关键卡点、堵点、断点，识别供应链未来优化方向，以供应链数字化转

型为抓手，结合现状分析，应用深度学习、沙盘推演等新技术开展供应链规划、产业布局、资产部署配置，

为供应链创新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促进供应链体系持续优化，推动供应链产业链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5) 提升数据汇聚治理能力 
在供应链核心资产中，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保障高质量、高效率的有效运作[4]。立足供应

链运营及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实现供应链专业间数据应接尽接，加强源头数据质量和数据传输质量治理，

结合平台实用化情况及时开展业务核验，及时发现数据问题、协同开展根因分析、跟进问题处理进度，

实现数据“能用”、“好用”。 
6) 提升组织人员运营能力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运营人员的要求逐步从操作型向运营型转变，运营人员需具备端到端

业务理解、沟通协作、新技术使用，运营决策、数据分析等高阶能力，人才队伍结构应进一步优化，继

续补充互联网、大数据管理等新型专业人才，持续充实新鲜血液，优化供应链运营专家库资源，提升供

应链运营管理队伍年轻化、专业化水平，满足供应链建设和发展需要。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供应链

运营管理统一培训体系建设，丰富培训内容和组织形式，培养创新意识强、知识面广的复合型人才，促

进人才队伍履职能力的整体提升。 

6. 供应链运营管理提升策略 

1) 构建精益运营评价指标体系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数字技术革新，而是整个供应链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商业模式等多

方位的变革[5]。结合供应链产业链整体现状及发展趋势，围绕供应链管理与发展，以供应链全量业务信

息为基础要素，借鉴相关指标分析方法及评价模型，构建精益供应链运营评价指标库，发挥指标“晴雨

表”、“指挥棒”作用。 
建立对内驱动型供应链专业指标体系。聚焦供应链标准建设、数字服务、运营质效、创新成果、绿

色发展、智能水平和阳光透明等重点，精益量化评估供应链需求保障能力、生态协作能力、创新发展能

力、绿色低碳指数，以管理质效提升及运营能力提升为两大主线，汇聚智能采购、数字物流、全景质控、

内外协同、合规监督、数智运营等供应链全量业务信息，全面性构建对内驱动型指标体系，发挥内驱型

指标体系“指挥棒”的导向作用，系统性反映供应链运营体系转型提升与持续发展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2044


胡永焕 等 
 

 

DOI: 10.12677/sd.2024.142044 354 可持续发展 
 

建立对外引领型供应链对标指标体系。以全供应链产业链为视角，结合电力企业供应链管理实际，

从国际通用视角出发，借鉴国内外一流企业的经验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运营管理水平，围绕稳链固链、

绿色低碳、营商环境、标准体系、创新驱动、资源共享、生态服务、转型升级等方面，系统性构建对外

引领型指标体系，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客观评价，为产业链供应链以

对标评价促进提升改进提供指导建议。 
2) 构建专题运营分析场景 
供应链韧性需要建设强有力的数字供应链“中枢塔”[6]，以供应链基础大数据库和高端智库为依托，

对内围绕公司和电网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升供应链运营“效率、效益、效能”，服务公司提质增效，对

外聚焦绿色、智能、生态等绿色现代数智供应链新要素，充分发挥链主引领作用，以绿色化、数智化、

生态化为引擎，在绿色发展、数智协同、生态服务等方面创造新价值，构建“创新、协同、共赢、开放、

绿色”的电网物力资源供应链生态圈。 
对内提质增效。开展战略指标专题分析、全面计划专题分析、采购绩效专题分析、供应链保障专题

分析、全寿命周期质量监督专题分析、供应商全息多维评价管理专题分析、供应链全链风险防控专题分

析、公司经营提质增效专题分析、供应链碳减排专题分析。 
对外增值运营。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引导电工装备企业发展绿色制造；制定绿色评价标准，带动供

应链低碳生产、运行和绿色消费；数智融合优化塑链，推动供应链产业数字化转型；探索供应链高端智

库服务，助力供应链上下游管理决策优化升级；全景生态运营服务，推动构建和谐共赢新业态；提供供

应链金融保障生态服务，促进产业生态圈健康发展；创新供应链物力统筹生态服务，优化全链条物力资

源配置。 

7. 结语 

供应链运营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良好高效的供应链运营体系能够为企业组织运作注入活

力，提升供应链业务协同运作统领指挥能力和分析深度洞察能力，实现企业运营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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