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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了解履约供应服务的现状，结合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运营的数字化需求，挖掘当前电力项目物资

履约供应服务提升的关键要素，总结提炼出一套电力项目现场物资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体系以及评价

方法，围绕物流保障能力、物流运营绩效、履约服务评价等维度，理清影响当前履约供应服务快速响应

的运营痛点及原因，进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履约供应服务评价结论，并开展履约执行联动优化建议的设计，

推动电力项目物资履约服务实现快速响应提升、服务质量升级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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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eeply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ract fulfillment supply servic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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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es with the digital demand of material logistics operation in power projects, excavates the key 
elements of improving the current material contract fulfillment supply service in power projects, 
summarizes and refines a set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on-site material 
contract fulfillment supply service capability in power projects, focusing on logistics support ca-
pability, logistics operation to clarify the operational pain points and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rapid 
response of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supply service, and then form a more accurate evaluation 
conclusion of the performance supply service, and carry out the design of the performance im-
plementation linkage optimization proposal, so as to promote the material performance service of 
power project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rapid response improv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up-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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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和意义 

2020 年，党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流通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1] [2] [3]；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培育良好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4] [5]；推动实体经济

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6] [7]。这些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为公司现代智

慧供应链提出了创新发展的要求和方向，也为新时期新体系新模式的持续评估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网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贯彻落实新时期工作部署，促使现代智慧供应链融入绿色低碳、数

智转型等先进理念，长期打造绿色现代数智供应链，着力开展物资履约供应服务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

技术协同链上生产制造企业共同转型，实现供应链运营具备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特点，从而促进

工程物资履约供应服务效能提升[8] [9]。上海公司作为国网物资专业的核心单位，长期致力于运用数字化

管理驱动供应链运营模式，全面推进履约供应物资服务的数字转型变革，促使物资专业与链上生产制造

企业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加快技术创新、模式革新，对接数字技术驱动业务协同的新模式，为履约供应

服务提升建设提供研究支撑。 
本文旨在为上海公司电力项目物资履约供应服务提升建设提供有效的发展路径，通过深入全面了解

履约供应服务的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典型案例，结合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运营的数字化需求，挖

掘当前电力项目物资履约供应服务提升的关键要素，总结提炼出一套电力项目现场物资履约供应服务能

力评价体系以及评价方法，围绕物流保障能力、物流运营绩效、履约服务评价等维度，理清影响当前履

约供应服务快速响应的运营痛点及原因，进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履约供应服务评价结论，并开展履约执行

联动优化建议的设计，实现供应链保供能力动态评价，建立全局性联防联控机制，推动重大供应风险与

协议库存联动。 

2. 理论案例研究 

(1) 供应链管理 SCOR 模型 
SCOR (Supply-Chain Operations Reference model)模型，也即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是由国际供应链

协会(Supply Chain Council)开发支持，适合于不同工业领域的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该模型包括一整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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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企业开发流程及改进策略的流程定义、测量指标和比较基准，并辅以最佳实践的描述以及选择供

应链软件产品的信息。SCOR 模型是第一个标准的供应链流程参考模型，其配套的测量指标体系也可作

为各行各业企业供应链管理水平的有效诊断工具。SCOR 的广泛普及，使利用 SCOR 模型开展供应链运

营管理的企业间能够准确地交流供应链问题，客观地评测其供应链性能，确定供应链管理改进的工作目

标，并指引供应链管理软件的开发[10] [11] [12]。 
(2) 基于 Scor 模型的 BL 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研究 
BL 公司作为一家优秀的传统制造企业，自我审查与诊断，发现供应链绩效现状的主要问题为：需求

与供给的不平衡，这个问题与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自身的业务模式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因此，BL 希

望通过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科学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方法来改善该公司供应链的绩效。结合公司的业

务模式，BL 选取了 SCOR 模型作为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的参考模型。通过分析公司的行业背景、业务特

性、管理模式等要素，深入剖析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供应

链运作参考模型的管理理念，结合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建立的一般原则和影响公司供应链绩效不佳的诸

多因素，对公司供应链的基本业务流程进行重组，根据 SCOR 模型提供的绩效评价指标，结合公司的业

务流程，将相应的指标分配到对应的业务部门中。另外，为了弥补 SCOR 模型在研发和销售环节的不足，

在指标分配上，将研发中心和销售分公司列入了部分指标的考核范围内[13] [14] [15]。 
(3) 理论案例研究小结 
通过对理论和案例的解读，通过供应链管理 SCOR 模型研究发现，可靠性、响应性都是评价企业供

应链水平的重要维度，其中招标采购、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等履约供应服务环节，均须具备供应链物资

保供能力以支撑供应链运营服务；通过基于 Scor 模型的 BL 公司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的案例研究发现，

电力项目物资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体系仍属于供应链绩效考核范围，上海公司应以更贴合供应链环节

的 Scor 模型为基础，以物流保供能力、物流运营绩效、履约服务评价为核心要点，构建电力项目物资履

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体系，并融合数据监测技术、GPS 定位等工业互联网技术，实现履约供应服务的数

字化转型升级。 

3. 健全评价体系 

本文参照理论和案例研究，总结提炼公司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的核心维度，支撑履约供应服务能

力指标评价模型的设计。通过梳理公司物流管理及履约服务业务特点、数字化发展等现状，深度解读公

司履约供应服务能力建设工作重点，提出公司履约供应服务能力指标评价模型的设计思路。根据设计思

路和典型做法，结合理论研究、业务发展趋势，关联设计履约供应服务能力指标评价模型，明确评价维

度及指标、制定评价规则、设置评分系数，从而形成公司履约供应服务能力的评价方案，并依照公司当

前物流管理及履约服务发展现状进行评分。 
首先，确定评价维度和指标。通过了解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的设计思路及指标维度的设置，结合

公司履约供应业务特点、数字化发展等现状，选取了适用的公司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标准的 3 个维度。

根据选取的 3 个维度，借鉴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及先进企业典型案例，建立了较为完善兼具实用

性的指标体系，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标准设计由两层指标构成，具体包括对应每个指标维度的 3 个一

级指标和分别对应上一层指标的 10 个二级指标(详见图 1)。 
其次，测算指标权重比例。通过梳理出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指标的标准，构建涵盖目标层、准则

层以及方案层的评价指标层次结构。其中，目标层以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为导向，逐级

分解出准则层(一级指标)和方案层(二级指标)，准则层包括物流保供能力、物流运营绩效、履约服务评价

三个一级指标，同时，在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置多个二级指标(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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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erformance supply service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图 1. 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指标 

 

 
Figure 2.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evaluation index 
图 2. 评价指标层次结构 

 

在明确指标层次结构的基础上，搭建指标判断矩阵。并邀请多位专家对判断矩阵进行重要程度评分，

并根据评分结果，将同层级同维度下的指标进行重要程度的比较，构造出判断矩阵。以一级指标为例，

判断矩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Judgment matrix for tier 1 indicators 
表 1.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一级指标 物流保供能力 物流运营绩效 履约服务评价 

物流保供能力 1.00 0.83 0.78 

物流运营绩效 1.21 1.00 0.95 

履约服务评价 1.28 1.06 1.00 

 
从上述判断矩阵中可知，物流运营绩效、履约服务评价比物流保供能力明显重要；履约服务评价比

物流运营绩效略微重要。 
在完成各级指标判断矩阵之后，开展排序原理和一致性检验。运用排序原理，获得各行的几何平均

数，并测算指标的权数。如公式(1)所示： 

1 2 1
mm

i i im ijja a a a a
−

= × × = ∏                              (1) 

然后对排序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测算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 

0.1CI
RI

= ≤C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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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式(2)所示，RI 是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数值根据判断矩阵中指标个数查表确定。当

CR < 0.1 时，表明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即权重合适。 
 
Table 2. Consistency test of the judgment matrix P for the first level indicators 
表 2.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 一级指标 物流保供能力 物流运营绩效 履约服务评价 

CR / 0 0 0 

 
以一级指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为例，如表 2 所示，一致性比率 CR 明显小于 0.1，因此判断矩阵

全部通过一致性检验。以此类推二级指标权重结果并加以一致性检验，获得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体系

所有指标的权重比例。详见表 3 所示。 
 
Table 3. Evaluation criteria weight table 
表 3. 评价标准权重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基础分 评分 

1 

物流保供能力 

业扩物资供应提升能力 6%   

2 配(农)网物资供应提升能力 8%   

3 物资供应保障能力 8%   

4 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7%   

6 

物流运营绩效 

物资供应成本压降能力 12%   

7 物资结算单据办理能力 13%   

8 直管工程物资供应能力 10%   

9 

履约服务评价 

物资质量检测能力 12%   

10 优质优价采购设备能力 13%   

11 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能力 11%   

 
最后，构建评价结果及等级。评价结论共分为 5 个等级。最高级为智能级，要求评分结果在 80 与

100 分之间；其次分别战略级、集成级、基本级、初始级，战略级要求评分结果在 60~80 分之间；集成

级要求评分结果在 40~60 分之间；基本级要求企业评分结果在 20~40 分之间；初始级要求企业评分结果

在 0~20 分之间。 
综上所述，基于参照理论案例，结合履约供应服务发展趋势，设计一套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体系，

确定推动业务发展提升的评价维度，锁定有效解决阻碍业务发展的评价指标，从而为履约供应服务升级

提供评价支撑。 

4. 应用评价指标 

通过了解公司履约供应服务能力建设现状，使用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标准，对公司开展履约供应

服务能力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评价，最终得出 75.3 分的评价结果，评级认定为战略级。具体评分构成如下： 
(1) 物流保供能力 
物流保供能力维度的权重为 29%，包括业扩物资供应提升能力、配(农)网物资供应提升能力、物资

供应保障能力和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其具体评价标准。 
通过调研业扩物资平均领用天数变化情况，评估业扩物资供应提升能力；通过配农网物资供货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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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压缩变化，反映配农网物资供应提升能力；通过统计物资供应计划数的执行完成情况，反映国网现代

智慧供应链物资保障防控能力；根据全年应急物资调拨金额与小时数比例的变化情况，衡量应急物资在

快速查询、调拨策略制定、实时监控、及时到位能力。 
通过上述标准评估，物流保供能力得 23.2 分。失分项是缺乏证明业扩物资供应提升能力、配(农)网

物资供应提升能力、物资供应保障能力和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得到明显优化成效的认定材料，同时暂无证

明责任部门正在或计划开展改进优化措施的相关材料。 
(2) 物流运营绩效 
物流运营绩效维度的权重为 35%，包括物资供应成本压降能力、物资结算单据办理能力和直管工程

物资供应能力，其具体评价标准。 
通过电力物流服务平台应用，可为公司提供物资运输监控、配送规划及供需对接、资源共享、供应

链金融等服务，实现降本增效的能力提升；通过物资合同单据结算手续办理人天数压缩比例，反映结算

办理效率提升情况；通过统计物资供应完成情况，反映国网现代智慧供应链物资供应管理效率的提升能

力。 
通过上述标准评估，物流运营绩效得 24.5 分。失分项是缺乏证明物资供应成本压降能力、物资结算

单据办理能力和直管工程物资供应能力已取得明显优化成效的认定材料，同时暂无证明责任部门正在或

计划开展改进优化措施的相关材料。 
(3) 履约服务评价 
履约服务评价维度的权重为 36%，包括物资质量检测能力、优质优价采购设备能力和供应商资质能

力核实能力，其具体评价标准。 
通过统计物资质量检测能力指标，反映衡量物资质量检测能力综合水平；通过统计物资优选率指标

情况，反映物资入网采购质量保障水平；通过资质能力核实工时压缩比例反映核实效率提升情况。 
通过上述标准评估，履约服务评价得 27.6 分。失分项是缺乏证明物资质量检测能力、优质优价采购

设备能力和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能力的认定材料，同时暂无证明责任部门正在或计划开展改进优化措施

的相关材料。 

5. 提升优化建议 

通过梳理公司履约供应服务能力建设现状，整合标准评估内容，明确现阶段履约供应服务升级的薄

弱环节，进而梳理识别出适用于业务特点和公司发展的提升方向。围绕强化物流保供能力、促进物流运

营绩效、履约服务评价联动等提升方向，盘点公司履约供应业务全链的综合资源，融合工业互联网数字

技术，针对动态评价、风险防范、采购联动等关键要素，总结形成切实有效的履约供应服务执行联动发

展建议，全面提升履约供应服务能力水准，推动电力项目物资履约服务实现快速响应提升、服务质量升

级的总体目标。具体优化建议如下： 
(1) 构建供应链保供能力动态评价体系 
随着电网工程建设全面精益化发展，对电力项目物资的定制化供需和个性化服务也随之增长，要求

履约供应现场物资的数量、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关键信息更贴近实际需求，以使配送物资与工程现场

所需物资趋向完全适配；同时，当前物资专业、工程现场难以准确掌握物流配送期间运输车辆、道路、

天气等变化情况。 
针对上述痛点问题，物资专业有必要构建供应链保供能力动态评价体系，并融合数字化技术，开发

数据监测功能，以物资供需、物流监测为侧重点进行跟踪监控，促使供应链保供能力动态评价，实现对

内开展物资供需管理考核、对外开展履约配送时效评价，从而推动物资专业及链上企业共筑保供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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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成全局性联防联控机制 
以往面临履约供应问题，物资专业须根据国网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认定，明确履约供应问

题的责任方、免责方后，再采取对应控制措施，这种做法不利于整合各关联方资源及时控制履约问题事

态情况。 
针对上述痛点问题，物资专业有必要形成全局性联防联控机制，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模式，对履约

供应环全环节进行数字监测，对异常情况快速预警提示，并第一时间保留好履约问题的关键数据以备责

任认定调阅；联动各关联方资源，根据履约问题影响程度提供合同履约隔离、熔断等对应策略，防止履

约问题影响作用进一步扩大，维护好供应链物流运营良好的绩效水平。 
(3) 组建重大供应风险与协议库存联动机制 
目前，工程建设和电网运行物资主要依靠协议库存模式进行采购供应，但根据以往实际操作情况来

看，协议库存作为履约供应的源头，未能形成采购结果与供应风险联动成效，换而言之，履约供应过程

发生的物流保供问题，难以及时联动协议库存进行问题风险化解，其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造成工程建

设和电网运行物资履约供应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放大。 
针对上述痛点问题，物资专业有必要组建重大供应风险与协议库存联动机制，结合工业互联网技术

模式，可通过供应链保供能力动态评价结果识别供应商的物资保供能力，同时借鉴全局性联防联控机制

启用的历史记录评判供应商或产品的影响风险，并将两者结论纳入协议库存采购评审环节，推动重大供

应风险与协议库存快速联动，优选生产能力强、产品质量优、服务水平高的供应商。 

6. 总结 

本文深入了解履约供应服务的现状，结合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运营的数字化需求，挖掘当前电力项目

物资履约供应服务提升的关键要素，总结提炼出一套电力项目现场物资履约供应服务能力评价体系以及

评价方法，围绕物流保障能力、物流运营绩效、履约服务评价等维度，理清影响当前履约供应服务快速

响应的运营痛点及原因，进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履约供应服务评价结论，并开展履约执行联动优化建议的

设计，实现供应链保供能力动态评价，建立全局性联防联控机制，推动重大供应风险与协议库存联动，

全面提升履约供应服务能力水准，推动电力项目物资履约服务实现快速响应提升、服务质量升级的总体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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