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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研究能源电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形势，研判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数智转型、创新生态等发展

要素，探索电网企业培育强大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在研究数据资产、技术创新、运营

模式和生态协同等关键能力建设的基础上，研究平台型企业建设的方向，将数字转型、绿色发展等理念

融入电网企业供应链核心业务，加快运营模式变革、减少供应链碳排放、促进上下游企业共赢发展，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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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energy and power industry chain an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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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factors such as green and low-carbon, digital econo-
my,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ecology, and explores the core momentum 
for power grid enterprises to cultivate strong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ing key capacity building such as data assets,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operation mode and ecological collaboration, the direction of platform enterprise construc-
tion is discovered. The concep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re business of the supply chain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trans-
formation of operating model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supply chain, to promote the 
win-win development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eventually to serve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power in-
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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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化智能化创新驱动下的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1]，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持续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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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

企业解读供应链内外新形势，围绕绿色低碳发展、数字经济、数智转型、创新生态等发展要素，赋予供应

链绿色数智运营发展新能力，推动产业链构建具有低碳化、数智化、协同化特征的创新发展生态圈[2]，从

而减少疫情防控、限电限产等外界因素对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影响作用，加快现代产业体系转型提升。 

2. 内外形势提出新方向 

2.1.“双碳”引发新的关注热点 

控制温升已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难题及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经济结

构与增长模式造成年碳排放总量突破百亿吨，位居全球第一，约占全球总排放的 28%，在全球气候治理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3]。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推动全社会迈向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4]。脱碳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

电网企业肩负央企责任，立足能源电力产业链供应链，在做好自身碳管理基础上，服务全社会碳减排工

作。 

2.2. 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发展动力 

新一轮技术革命引领产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发生彻底的创新变革，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形态数字化、

产业组织平台化的新特征逐渐凸显，传统产业纷纷拥抱数字化转型，向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升级，

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出现众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4]，加快行业企业的快速迭代转型，助推数字经

济发展。电网企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应紧抓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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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有效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力量[5]。 

2.3. 数智转型强化供应链韧性 

新冠疫情、贸易摩擦、俄乌战争等造成全球供应链断链断供现象时有发生，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

神，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稳定成为新的挑战。应用新技术建立供应链上下游感知能力，打

造服务产业的“智慧大脑”，识别供应链中断点、堵点，提升资源统筹与协同运作水平[6]。电网企业应

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产业链实体融合，充分应用数据分析、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持续改善

和优化，提高采购、生产、运输和消费环节的资源配置效率，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 

2.4. 创新生态助力企业战略落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数字化发展做

出系统布局，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创新发展。

电网企业应发挥数据、管理、技术等创新驱动力，依托核心企业带动引领作用，推动模式创新和业态创

新，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建产业生态圈，与供应商、设计单位等供应链伙伴，物流服务商、金融机构、公

共服务等外部服务资源合作越发紧密，共同打造由数据互联、协同运营与资源共享等特征的产业生态圈。 
综上，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供应链安全稳定等逐步成为发展主流，引导电网企业供应链持续创新

突破，为物资提供良好的发展契机。以运营联通上下游的供应链平台为基础，构建供应链生态圈，将“数

据互联、技术赋能、业务协同、产业生态”视为新的生产要素及新业态新模式价值创造的关键能力，一

方面推动供应链运营数智化转型，强化内外一体化运作水平，向绿色数智的生产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挖

掘创新生态价值，打造新兴业务促进共赢发展，形成更多效益增长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详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grid supply chain analysis 
图 1. 电网企业供应链发展形势分析 

3. 文献综述 

3.1. 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是指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一系列不相同但相互联系的价值活动的总和，也是研究竞争优势的

有效工具，其理论方法是将企业的业务流程描绘成一个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的链式结构。在传统价值链

系统中,供应商、合作者和顾客等作为不同的经济活动构成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新价值链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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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各个成员连接而成的链条，而是虚拟企业形成自由变化的价值网。价值网促进了所有成员在完全

统一的规则基础上开展经济活动，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协同产品开发、业务实施和服务交付[7]。 

3.2. 生态圈理论 

生态圈是通过产业链整合、商业模式变革、互联网赋能形成新价值体系。互联网生态圈以新技术赋

能，以用户价值为导向，通过整合纵向产业链，扩展横向用户关系圈，打破固有产业边界，颠覆传统商

业生态模式，实现链圈式价值重构的生态体系。互联网生态圈根据企业所处产业特征，汇集各类生产组

织要素，构成一个虚拟的生态系统，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价值整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与升级[8]。 

3.3. 平台经济理论 

平台经济是以两个及以上的特定群体的需求为基础，设计互动模式，打造互联生态，并通过特定的

机制，有效激励平台各参与方间共享资源、撮合交易，各方共建生态、共创价值的一种商业模式[9]。与

传统经济相比，互联网背景下的平台经济能够最大程度突破交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虚拟经济环境下

释放巨大的能量，帮助平台经济以传统经济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增长，并驱动各领域、各行业创

新商业模式，大幅提高各类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配置效率[10]。 

3.4. 理论借鉴 

借鉴价值链、生态圈与平台经济理论，为平台赋能、生态互联驱动的企业商业模式变革提供了新理

念新方法。电网供应链平台运营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明确数据驱动、技术赋能、模式创新和生态运营是

供应链运营向平台型转变的关键能力，将支撑好供应链业务向线上迁移，促进自身业务提质增效。同时，

以平台为载体，汇聚更多样、更广泛的服务产品和业务资源，电网企业面向产业链，构建供应链生态，

服务能源电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4. 数智运营解锁新能力 

4.1. 数据驱动 

数字化转型时代，数据成为平台运营的重要生产要素，新理念新模式不断演变迭代，数据应用领域

出现多样化的数据产品，由此衍生出多种基于数据流通和应用的商业模式。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数

据新的动能和应用场景，由“业务数据化”向“数据业务化”的模式转变，供应链数据资产价值持续放

大，有助于电网企业开发协作型业务辅助工具，实现计划管理、招标采购、合同履约、质量监督、供应

商管理等核心业务模式创新变革，优化业务运营和资源配置效率，发挥数据倍增效应[5]。 

4.2. 技术赋能 

数字化原生企业和转型企业纷纷探索转型路径，流程自动化、大数据分析等首先成为夯实企业数字

化能力建设的关键技术。电网企业应用“大云物移智链”新一代技术，促进数字技术与供应链业务创新

融合，洞察业务堵点和卡点，明确要解决的业务痛点和难点，通过选择恰当的技术组合，以寻求最佳解

决方案，开发出众多实用化智能应用工具，提升业务辅助决策能力，打造现代供应链管理技术体系，大

幅提升总体运营效能。 

4.3. 模式变革 

受新一轮全球性科技革命深入影响，利用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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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息技术为驱动力，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呈现产业链价值创造新格局。电网企业以数

据链接生态圈合作伙伴，向供应链活动组织者的形态转变，利用信息网络、赋能物资管理、实现全链资

源的高效利用，形成以供应链平台为核心枢纽的服务支撑体系，在转变计划采购、供应质量等内部业务

模式的基础上，拓展供应链业务链，紧密连接上下游企业，快速响应和对接供需两端，模式创新促进业

务能力提升。 

4.4. 生态运营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产业形态与企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催生出生态圈发展格局，生态圈并不

局限于单个企业，而是与整个产业生态协同能力。互联网时代，电网企业应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培育平

台商业思维，加快供应链生态圈建设，在供应链平台运营架构搭建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广泛连接市场参

与主体，构建生态体系，电网企业联通产业链上下游，在网络共建、价值重塑、服务创新等方面携手生

态圈内的各类参与者，共建平台生态体系，带动上下游创新产业发展格局(见图 2)。 
综上，电网企业以服务双碳、数字经济，支撑新发展格局为目标，充分融合物资保供和电网发展要

求，梳理出数据驱动、技术赋能、模式创新、生态运营等供应链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能力，瞄准能

力建设思路和方向，依托供应链平台资源，打造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布局以平台运营为核心的新兴业

务，提升电网企业供应链管理和治理水平，促进行业总体协同发展。 
 

 
Figure 2. Supply chain ecosystem architecture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图 2. 电网企业供应链生态体系架构 

5. 产业生态赋能新模式 

5.1. 服务创新，引领供应链模式变革 

电网企业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促进内外和上下游协同，数据、技术、流程、组织等成为技术创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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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优化的关键要素，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供应链运营数据采集范围和手段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化数据的

集成与共享，并通过强化数据建模与应用，深入挖掘大数据资产价值，形成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及

跨企业的端到端业务协作和运营模式，应用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状态跟踪、过程管控和动态优化等管理活

动。同步推动设备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建立内外部信息的互联通道，打造一体化的供应链

服务平台[6]，推动基础资源和能力模块化、数字化、平台化转型，形成以需求牵引、技术赋能的开放式

产业协作体系，促进电网企业供应链运营模式提档升级。 

5.2. 绿色转型，推动供应链减排去碳 

电网企业以国家双碳战略为引领，将供应链绿色转型的理念融入到全环节业务，引导供应链上所有

参与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共建绿色生态，夯实了上下游碳减排的基础上，发挥供应链平台运营优势，

与上下游供应链参与方建立了紧密的协作模式，依托平台推动业务线上化，围绕招标采购、合同结算等

业务，培育绿色低碳运营方式。电网企业发挥超大采购市场规模效应，建立一系列绿色采购技术标准规

范，引导供应链生态伙伴企业制定碳减排策略和实施路径，推动供应商建立绿色制造体系，形成产业链

绿色供应资源。进一步利用好平台功能拓展数据互联范围和数据采集类型，与生产制造企业、物流服务

企业和资源回收商等合作伙伴建立碳足迹监测跟踪功能，动态计算电网物资全品类碳足迹，精准识别采

购物资绿色低碳水平，有效把控绿色物资入网。因此，电网企业以推广绿色采购方式、引导绿色技术升

级、采购绿色低碳产品为主要策略[7]，推动供应链低碳零碳发展。 

5.3. 生态协同，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 

电网企业依托现有供应链平台优势，培育产业生态和服务资源，融入电网企业供应链管理全流程，

汇聚原料商、制造商及需求单位等业务资源，并引入社会专业运力、储力、检测机构等服务资源入驻，

强化电力物资配送能力，与仓储网络融合形成覆盖广、响应快、服务好的仓配网络体系；纳入社会检测

机构资源至平台，为公司检测业务引入更多优质资源，保障设备检测需求与业务资源快速匹配，提升供

应履约快速响应能力。在有效支撑内部供应链业务基础上，拓展平台行业影响力，以供应商多维数据为

基础，以供应商信用评价、履约能力评价等为切入点，利用供应商画像为入驻企业提供在线评价和评级

服务，根据结果识别供应商资金需求，平台联合银行智能推荐金融产品，并利用全量数据监控供应商贷

后履约情况，提供风险预警服务，防范金融风险及保障供应链安全。 

6. 结束语 

电网企业正面临新发展形势，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数智转型、创新生态等因素正加快推动模式变

革、业态创新，加速打造具有数智化、生态化、专业化和品牌化特征的供应链运营平台型企业。未来，

电网企业将持续夯实供应链管理和治理能力，推动供应链运营平台转型部队深入变革，支撑内部业务提

质增效、外部服务增值创效，支撑供应链绿色数智转型，开启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可持续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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