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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form of procurement and supply support strategy, the agreement inventor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 procurement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demand management of the front end of the power supplies agreement, the manage-
ment of the full link of the power company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e complet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agreement inventory management is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agreement in-
vento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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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议库存作为电网物资主要采购形式和供应保障策略，在电网企业采购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

地位。基于电力物资协议库存前端需求管理未与需求侧形成协同预测，执行过程中未能很好的进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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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监控及预警等现状，进一步加强电力公司物资全环节协议库存采购管理，建立完整的协议库存管理

管控机制，提升协议库存管理的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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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协议库存作为电网企业主要采购形式和供应保障策略，在电网企业采购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占据了重

要的地位。基于国网公司物资管理工作要求，结合上海公司目前协议库存管理现状，为加强协议库存全

过程管理，提高配网物资供应能力，增强物资技术更迭的及时应对及质量管控，按照“规范管理、优化

流程、强化系统”为工作原则，全面开展协议库存采购供应优化提升管理研究，识别协议库存管理过程

中的难点和短板，形成重点突破提升专题。 

2. 相关理论及实践依据 

2.1. 协议库存采购方式概念 

协议库存是指对一定时期内采购需求进行预测，通过招标或非招标方式确定协议供应商、采购数量

和采购金额，根据实际需求，平衡利库后以供货单方式分批或分期要求协议供应商按照规定时间提供相

应数量的产品，并据此向协议供应商分批或分期结算货款。 
协议库存实施范围主要包括需求频度高、响应时间短、技术标准统一、年度需求数量较大且在两级

集中采购目录范围以外的物资。协议库存采购可以有效整合采购资源，提高招标采购效率和电网投资效

益。对工期要求紧、技术标准相对统一、需求量大的物资纳入协议库存采购范围比较适合。 

2.2. 协议库存优劣势分析 

协议库存优势：协议库存采购可以有效整合采购资源，提高招标采购效率和电网投资效益；对工期

要求紧、技术标准相对统一、需求量大的物资纳入协议库存采购范围比较适合；与一单一采、批次招标

等方式相比，协议库存采购对需求侧和供应侧的整合力度都明显加强。 
协议库存劣势：对于价格波动较大的物资，如固定中标价格，具有一定风险；技术条件可能在协议

库存期间发生变化；设备质量监控时间跨度加大，难度增加；供货有效期限的确定难以把握；适用的物

资种类有限、适用地域和范围有限；确保合同有效执行具有一定难度。 

2.3. 协议库存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网范围各网省均在协议库存管理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协议库存与寄售管理的采购模式结合方面的研究。协议库存寄售采购供应模式的应用，旨在提高

物资供应效率、增强供应保障能力、加强物流成本控制，切实提高物资部门的服务水平，降低物流成本。

河南电力公司宋斌对协议库存采购及库存的管理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 VMI 协议库存采购模式，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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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效率[1]。 
2) 协议库存需求预测方面的研究。为进一步提高协议库存需求预测的准确性，研究构建协议库存物

资需求预测模型，形成每年省市公司物资部门通过预测模型计算细到小类、物料编码的物资需求量预测，

作为辅助决策依据提升协议库存需求准确性。山东电力公司魏华针对协议库存需求的不确定性，结合山

东地区电网建设的特点，建立了一套循环改善的协议库存预测模型[2]。 
3) 配网协议库存物资供应响应方面的研究。从公司整体战略出发，结合快速响应型供应链的特征，

以物资供应快速响应目标为导向，以物资供应快速响应业务需求为核心，站在体系化角度进行物资供应

快速响应机制建设研究。江苏电力公司姜勇对协议库存更高效的分配机制进行探究，针对性制定匹配规

则[3]；山东电力物资公司程剑等人梳理了协议库存全流程物资供应响应的工作机制，明确了全环节的责

任主体，加强了协议库存采购信息的流转[4]；江苏电力公司宋纪恩和汪伦从业务层面和管理层面分析了

江苏电力现有协议库存管控水平，优化计划申报等环节工作流程，解决了部分物资采购长期存在的问题

[5]。 

3. 协议库存采购现状诊断及优化方向 

3.1. 协议库存采购管理存在的问题 

1) 协议库存采购流程长、涉及单位多、物资多为电网建设重点物资，现阶段协议库存全环节缺乏完

整的管理规范；招标环节与匹配环节易受技术变更、供应商交货迟、交货质量问题影响。 
2) 协议库存目录作为协议库存采购的基础，现阶段相关目录形式无法满足日益变化的需求，寄售方

式、采购层级、交货方式、负责单位等重要信息不明确；协议库存匹配规则不满足采购现状，易产生供

应商产品积压、供货周期变动较大等问题；由于近年来电网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技术要求不断提高，导

致物资技术变更越来越频繁，现有技术变更应对措施精细化程度不高，无法解决技术变更的情况发生。 
3) 后端供应存在对供应商监控不足的问题，对供应商供应履约的反应速度的预测不准，导致供货效

率的降低。协议库存物资技术变更、合同履约变更、合同暂停终止变更等信息不能及时准确的传达到各

级单位部门，导致信息不一致，最终影响采购正常的执行。 

3.2. 优化提升方向梳理 

围绕协议库存的采购优化需求，在协议库存采购的采购因素限制下，优化为面向满足需求供应为主、

加强各环节联动共同、供应商协同的采购供应机制；提高协议库存物资供应全环节的执行力和可控力；

从而实现协议库存物资供应的差异化、精确化目标特征，以帮助公司寻找质量、效率、成本的价值三角

平衡点。 
协议库存物资采购优化的工作重点关注差异化需求下的采购策略管理、优化举措和运作机制的构建，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全流程标准化。协议库存是一个完整的物资供应链价值链，在专题研究过程中，将涉及的物资供

应链链条较长，即将涉及所有物资子专业领域，包括计划管理、采购招标管理、合同管理、供应管理、

仓储管理。需要物资各子专业管理部门及单位人员广泛参与，协作完成专题研究工作； 
2) 重点环节循环优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构建协议库存长效管理提升机制。协议库存全过程业务

提升成效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对协议库存采购供应策略进行滚动调整、对协议库存快速响应方面

的短板进行弥补； 
3) 全环节监控。修编协议库存考核评价标准；不仅要在各协议库存关键应用形成业务提成意见和系

统改造方法，还要形成覆盖供应链全链条、覆盖物资部、物资公司、需求单位及外部供应商的长效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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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管理机制。 

4. 电网物资协议库存全流程优化及协调机制实施方案 

4.1. 全环节流程优化提升 

针对协议库存全流程优化，编制协议库存全环节作业指导书。审查环节优化主要包括计划审查、审

查会流程等方面。 
1) 计划审查优化 
相关部门根据协议库存批次时间节点，结合最新执行月报，启动物资品类和需求数量预测，编制《采

购计划初稿》，上级部门组织编制审查会通知，召开采购计划和技术规范书审查会，编制《采购计划审

定稿》。 
2) 审查会流程优化 
梳理协议库存审查会议组织形式，明确需求主管部门和技术主管部门的相关职责；研究明确工作流

程、各环节工作要求、审查要点及审批方案，分析差异点、共同点，编制审查会作业规范。 
合同签订流程优化提升讨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价格联动、协议库存采购计划信息及时共享。 
1) 价格联动 
针对铁塔、钢管杆、导线等涉及到价格变动较大的物资设计价格联动方案。项目研究过程中确定了

以相关原材料的价格变动为主要参考量，编制价格联动公式，即以钢材，铝材、角钢、有色金属价格变

动为主，辅助参考相关价格标示网站实时价格，与供应商协商制定价格联动变动量范围，合理精确化管

控原材料价格变动对物资及价格的影响。 
2) 协议库存采购计划信息及时共享 
为确保协议库存采购计划信息及时共享，审定后的采购计划表在开标后由相关部门向部门各相关处

室发送。相关部门在各部门明确一名分管主任、一至两名专责接收相关邮件、通知等信息，并收集相关

人员信息后上报上级部门备案。 

4.2. 业务关键点提升 

业务关键点提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包括协议库存目录、匹配规则、技术变革应对。 
1) 协议库存目录 
协议库存目录主要由编制协议库存策略表进行管理，涉及到协议库存策略表梳理、协议库存目录更

改增补、采购导期梳理。 
鉴于协议库存目录目前管理流程及颗粒度不高，相应建立有针对性的协议库存采购策略表，主要包

括采购方式、技术需求主管部门、预测类型、价格联动、技术变更、交货方式等细节。 
现阶段协议库存物资目录管控不严瑾，目录物资更改、增补的流程缺乏有效的管理规范，相应制定

相关制度，细化物资参数更改流程，明确不同物资管理责任主体。 
由于协议库存采购的物资多为电网建设重点物资，需求数量大，工期紧张，有必要加强对供应履约

环节的管控。故针对供应商供货周期制定相关规范，包括生产周期及运输周期，运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对

电网部分物资进行周期规范编制。 
2) 匹配规则 
协议库存匹配规则主要包括：协议库存匹配强化方案、扣减份额奖惩机制。 
原协议库存分配原则为以中标比例较高的厂商作为优先分配选择，易出现供货断档、供应产品质量

不佳等问题。因此，必须制定更加科学、效率的协议库存分配方法。优化后的匹配方法的原则是，中标

https://doi.org/10.12677/mm.2018.84049


胡永焕，董凤娜 
 

 

DOI: 10.12677/mm.2018.84049 416 现代管理 
 

比例较低的供应商优先进行分配，保证了物资供应保持合理的供货节奏、物资的质量，减少了供应商生

产的压力。 
现阶段对于物资质量问题的处理反馈结果不通过协议库存分配变动的形式呈现，而是以调整供应物

资的价格、开具相关处罚款项等方式。经优化后，制定质量监控结果与协议库存分配联动的机制，即出

现质量问题的厂商扣减中标份额、优质厂商奖励份额、质量反馈信息实效性增强等。质量管控方面，一

方面执行协议库存奖惩机制，一方面执行暂停与终止供货机制，双向把控物资质量。 
3) 技术变革应对 
新旧协议执行情况进行分类处理，针对旧协议执行比例可能存在的四种情况以及新协议是否生效的

两种状态进行排列组合，分别制定各种情况下的协议库存执行策略。 

4.3. 内外部评价体系建立 

对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进行不定期抽查，有权随时根据需求单位的反馈对供应商的履约情况

进行考核和评价。具体参照国家电网上海公司物资质量监造抽检策略。 
建立内部考核机制，目的是为了监督协议库存采购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工作进展，以满足全环节的采

购效率提升。物资部对协议库存物资采购、合同签订、履约、结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5. 小结 

通过开展电网公司协议库存采购研究优化工作，明确了协议库存全环节采购流程及相关责任主体，

细化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制定了协议库存全流程优化实施方案，具体包括：建立协议库存采购策略表、

编制协议库存作业指导书、强化协议库存分配、细化物资技术变更应对方案。 
研究方案的实施可以提高协议库存全流程执行效率，加快协议库存采购信息的流转速度，保证电网

关键物资供应，提升协议库存管理的精益化水平，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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