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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议库存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通过协议库存的方式，让供应商提前进行

生产备货，当电网企业有相关物资使用需求时则可以直接领用。本文分析了协议库存备货管控业务的相

关业务需求及问题，对协议库存备货管控业务的优化方式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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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agreement inventory stock is to satisfy the growing use demand of power grid mate-
rials. With the help of agreement inventory stock, the suppliers produce and stock the materials 
ahead of time to make sure that the power grid enterprises can use the materials in time when 
they want to.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business demands and problems of the business of power 
agreement inventory stock control, and researched the optimizing way of th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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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借助于协议库存，电网企业一方面减少了自身对库存管控方面的业务成本与压力，另一方面也满足

了自身的物资管控需求。对于供应商而言，协议库存所签订的协议往往是一年的时间，协议库存能够保

证供应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能够与电网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帮助供应商获得稳定的订单来源，

因此协议库存对供需双方都存在益处。但是在协议库存业务的需求发起环节和备货环节也存在着较多问

题，由于电网企业需求预测的不准确，协议库存订单分配的不均匀，使得供应商在协议库存的约束下出

现了资金占用的压力，进而产生了备货不规范、备货数量不符合要求或是已备货物资挪作他用的问题，

这使得协议库存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而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运用供应商管理库存(VMI 策略)和
CPFR 模式的相关理念，对协议库存备货管控业务进行优化与完善。 

2. 协议库存的相关概念定义 

VMI 策略主要是指以系统的、集成的管理思想对库存进行管理，供需双方秉持合作性的原则、双赢

互惠的原则、目标一致的原则和连续改进的原则，形成战略合作的关系。VMI 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两个部

分，需求预测计划和补货配送计划，主要是指通过共享企业当前库存和实际消费数据，根据实际消费趋

势、模式和补货策略进行库存管理[1]。 
CPFR 模式即为协同计划、预测与补货。主要是指以下几个方面： 
协同(C)：协同是 CPFR 基础，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合作方都需要进行信息、业务、标准化等各方面的

协同，才能保障 CPFR 真正发挥作用，并取得成功。计划(P)：计划是预测的基础，计划不等于预测，预

测是需要建立在合理的计划基础上。预测(F)：预测是每个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都要面对的问题，预测

不等于未来发展的全部，但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补货(R)：补货是保障供应链的生

产、销售能够正常运转的关键，也是 CPFR 的最后一环[2]。 
协议库存则是运用了 VMI 和 CPFR 相关理念，主要是指电网企业作业需求单位，对一段时间内的物

资需求进行预测，在此预测结果上，对需求的物资进行分类并制定相关技术标准，最后通过招标的方式

确认供货供应商，进而签订相关协议库存的协议。供应商则根据协议库存协议对相关需求物资进行提前

生产备货并存放在自己的仓库中。当需求单位有物资使用需求时，将供应需求计划给到对应的供应商

并约定时间，于约定时间去供应商处进行取货[3]。通过这种方式，物资需求单位可以在第一时间及时

得到物资需求的满足，提升了自身物资供应管控质效，而对供应商而言，在协议库存的大框架下，可

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与电网企业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为自己争取到更多

的机会。 

3. 电网企业对协议库存备货管控业务的相关需求 

协议库存对电网企业和供应商双方都有着各自的益处，但是在具体业务执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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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问题导致了协议库存并不能真实的发挥其效果。从协议库存的目的来看，虽然对供需双方都是有益的，

但对供应商来说，协议库存的出现也对其自身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一是提前生产备货的模式对供应商产生了较大的资金压力，供应商在生产完成后，并不一定在第一

时间会得到物资需求单位的领用，导致资金回流周期变长，对任何一家供应商而言，这都是不愿面对的。 
二是供应商在备货过程中，是依据于物资需求单位给到的需求预测来进行生产备货的，而需求预测

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性，这导致了供应商在提前备货的过程中可能多备货了，在生产成本上产生了不必要

的浪费，使得供应商在备货过程中较为谨慎，积极性不高，而刻意的减少备货数量，一方面不满足协议

要求，另一方面也对物资需求单位的领用产生阻力。 
三是整个协议库存的框架下，存在大大小小不同体量的供应商，当多家供应商对同一种物资进行备

货生产时，由于物资需求单位在提报需求计划时，对需求计划分配不均匀，导致同样备一个种类的物资，

有的供应商很快就消耗掉了备货物资，而有的供应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货物资都形成了积压。 
正因为上述的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了部分供应商在备货生产方面不够积极，无法按照协议要求进行

合规备货生产，协议库存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从物资需求单位的视角来看，对协议库存备货业务进

行有效管控，实现协议库存的意义，提升物资供应质效是物资需求单位想要达到的效果，在这过程中，

需要从协议库存备货管控的策略优化、机制完善和力度提升三个方面来进行完善。 

4. 协议库存备货管控业务的优化方式 

根据协议库存备货业务运作过程中供需双方的需求，对整体业务模式进行优化。我们可以从核查供

应商备货情况、协同供应商备货信息和完善供应商备货管控模式三个方面来入手。 

4.1. 核查供应商备货情况 

对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情况进行定期核查，督促供应商及时完成备货，主要从核查周期、核查内容、

封存方式以及核查结果闭环等方面来进行。 
核查周期：全年按照季度划分四个核查周期，根据协议库存规定，对目前金额执行比例未超过 80%

的所有生效的协议库存编号对应供应商进行核查，核实其是否满足“20%”的备货要求，以确保协议库

存物资备货充足可靠。同时，当协议库存备货量金额低于中标金额 10%时，应及时进行补库。 
核查内容：核查人员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备货信息开展相关核查工作，核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量、

规格、批次、型号、外观及保管等方面。 
封存方式：核查完成后对物资进行封存，应进行电子标签标记，并采用防撕毁封条，同时对封存过

程进行影像记录以及填写相关表单。 
核查结果闭环：将核查情况与系统发布的备货要求进行比对，根据实际情况对供应商备货情况进行

合格/不合格判定，要求供应商对备货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闭环。核查人员将所有核查资料进

行整理并汇总至表格中，按照季度提交至项目实施单位并进行归档。  

4.2. 协同供应商备货信息 

与供应商明确备货信息的协同要求，采集供应商的备货信息，通过需求、供应计划预测联动，提高

供应商备货的有效性。 
根据物资属性，设计标准的物资生产计划信息表、重点物资原材料备货清单、物资生产进度跟踪表、

协议库存物资备货表、物资需求预测表等生产备货信息相关的数据表模板。供应商定期向物资管理部门

提供备货信息，对其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及权威性负责，相关物资管理部门对供应商提报信息进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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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历史需求数据周期性预测下一阶段的物资需求，将预测结果与供应商进行共享，指导供应商进行

精准备货。 
 

 
Figure 1. The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flow chart of supplier production and stock 
图 1. 供应商生产备货信息协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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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对协议库存供应商的备货现场进行实时监控，通过视频技术实现对协议库存备货远程协同。

首先需在协议库存供应商厂内设置指定的备货物资专用堆放区域，在周围设置电子围栏，对备货物资进

行单独保管。同时借助 RFID 技术，对备货物资出入专用堆放区域的信息进行实时读取，记录备货物资

的发运及补库情况。 

4.3. 完善供应商备货管控模式 

1) 梳理历史供货数据 
根据历史供货数据以及基于需求预测分析，对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的各类物资比例进行设置，供应

商根据该比例进行生产备货，保证备货总金额达到中标金额的 20%。同时，根据当年协议库存的执行情

况，需动态调整备货物资比例，从而防止部分需求量较小的物资备货生产过多，导致物资的积压，增加

供应商生产成本。 
2) 定期梳理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情况 
对协议库存供应商的备货情况进行动态统计，实时掌握备货信息。需定期统计协议库存供应商已生

产、未封样的设备数量；统计检测合格的设备数量；统计抽检合格且可供货的设备数量；统计已供货的

设备数量。 
3) 设置生产备货阈值  
为防止协议库存供应商生产备货数量过多导致物资长期累积，影响供应商资金运转，当协议库存供

应商生产金额达到中标金额的 80%时，应停止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后续供应商根据物资供应需求正常

进行物资生产。 
4) 供应商备货问题处理 
根据协议库存的协议规定，供应商应在采购合同货物价款未达到 80%时进行备货，保证备货金额达

到合同总金额的 20%。当协议库存供应商未按照相关约定进行备货时，应对供应商的违约行为及不良行

为进行处理闭环。 
最后则是对整体业务的流程进行设计(见图 1)。 
同时，对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业务进行优化还是脱离不开信息化系统的相关支撑。在物资需求单位

有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根据不同供应商逐步建立重点物资、协议库存物资备货供应管理信息差异化协

同机制，实现物资供应相关数据的统一管理、共享和分析。对管理水平和信息化程度高的供应商，探索

公司内外网数据交互手段，签署数据共享协议，接入供应商生产管理系统，实时交互物资需求预测信息

和供应商生产备货信息。对信息化程度较低，不具备供需信息实时交互条件的供应商，形成周期性信息

交互机制，最大程度满足供需双方的信息需求。 

5. 总结 

本文对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业务的优化开展了相关研究，从供应商备货情况核查、供应商备货信息

协同以及供应商备货策略优化三个方面对协议库存供应商备货管控业务进行了优化，进而有效解决供应

商在执行协议库存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同时也提升了协议库存执行的有效性，为电网企业加强物资供

应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最终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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