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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供应商管理创新升级，激活供应商数据的潜在价值和效益，探索供应商画

像应用于招投标业务环节的应用路径，对提升招投标业务运作的专业管理水平具有实践意义。本文通过

借鉴先进企业供应商画像相关理论及案例，结合电网企业供应商管理现状，设计数据库、标签库、模型

库和画像库，构建适用电网企业的供应商画像解决方案，围绕画像功能提出应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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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promote innovation and upgrad-
ing of supplier management, activating the potential value and benefits of supplier data, and ex-
ploring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upplier portraits applied to the bidding business 
link,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bidding business oper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cases of 
supplier portraits, designs grid suppliers database, tag library, model library and portrai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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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s supplier portrait framework suitable for grid enterprises, and proposes implementa-
tion application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portrai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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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供应商画像是指通过设定多维度的供应商信息标签，抽取分散化、碎片化的供应商信息，按照标签

描述归类，使供应商状态具体化、形象化的技术手段[1]。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发展已融

入到企业的方方面面。2020 年 9 月，国资委正式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

全面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部署，我国电网企业作为引领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正不断探索数

字化转型创新创效的新路径。电网建设与安全稳定运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招标采购成为保障电网

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环节，供应商管理已然是电网企业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电网企业大力推动各领

域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电网服务类采购方面亟需探索供应商数据价值驱动招标采购质效提升的研究。

因此，打造供应商画像这一协作性业务辅助工具是提升电网企业专业化管理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2. 电网企业供应商管理现状分析与诊断 

2.1. 电网企业供应商管理现状 

现阶段，电网企业对供应商管理包括了资质能力核实、绩效评价等主要模块。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

是为了有效防范履约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收集供应商资质能力信息，对供应商综合服务能力进行全

面评估，通过评价数据分享，在采购环节发挥供应商优选、降低评审工作量等作用。供应商绩效评价是

为了实现循环使用优质供应资源，收集履约环节供应商服务表现数据进行评价，分享相关数据为供应商

筛选提供客观决策分析，为促进采购前后端的协作奠定基础。 

2.2. 电网供应商数据应用现状 

对于参与招投标活动的服务类供应商，过程中多个业务环节对供应商多维度的数据都有一定程度的

需求。招标文件编制阶段，供应商资质能力等数据将有效支撑供应商筛选工作的开展，精准筛选符合要

求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在采购评审阶段，需要应用工程业绩、履约绩效表现等数据进行辅助评审，

提升评审专家工作效率。在对供应商日常管理时，围绕供应商信用评价、分类分级管理需要利用投标行

为、不良行为记录等数据。 
现阶段，电网服务类采购在供应商资源无法共享的情况下，仅能够通过历史供应商资料和外部信息

搜索符合某个招标采购项目要求的供应商资源，且未与政府或第三方监管平台建立数据交互路径，缺乏

供应商信息实时采集、动态更新能力来支撑业务决策的高效机制。从电网供应商数据管理现状看，目前

对电网供应商数据管理和应用半径相对较窄，无法覆盖和适用全环节招投标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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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画像框架设计 

3.1. 画像应用 

供应商综合服务能力评估是确保供应商具备参与投标条件和服务能力的重要审查手段之一，也是招

投标服务中亟需利用数据驱动供应商画像应用的关键场景。从具体业务支撑看，一方面需要筛选符合项

目要求的供应商清单，根据供应商评价结果选择潜在供应商的范围；另一方面需要应用供应商服务能力

评价结果，对不同类型供应商进行分类、对不同服务能力的供应商进行分级，从而匹配最佳策略进行管

理。因此，基于供应商能力维度评价在招投标活动中的重要应用，包括供应商基础信息、财务状况、队

伍配置等静态信息以及工程业绩和荣誉、履约评价情况等动态信息，构建供应商服务能力评价的画像[2]。 

3.2. 框架设计 

供应商画像框架结构如图 1 所示，由下至上形成了数据库、计算模型、标签库和画像界面。 
 

 
Figure 1. Scheme framework design 
图 1. 方案框架设计 

 
通过借鉴相关理论案例的研究成果，以预先设定的供应商画像应用场景为研究对象，锁定画像展示

界面及画像所需展示的标签信息[3]。分析画像标签需要呈现的信息内容和形式，应用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计算模型，输出评价结果与供应商标签挂钩，为保证标签信息准确性和计算模型的有效应用，建立供应

商数据库作为基础支撑，从而确保输入模型的数据全面性和准确性。 

4. 画像应用方案构建 

4.1. 数据库构建 

4.1.1. 数据库结构设计 
数据库结构如图 2 所示，分为数据采集层与数据管理层。 
(一) 数据采集层 
数据采集层是实施供应商数据管理和保障数据库运行的基础条件[4]。数据源通过现有供应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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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质业绩、履约评价等数据，以及政府平台、征信平台等第三方平台建立数据共享路径，并按照

数据属性进行初步分类，形成不同维度的数据分类。通过逐步积累数据，完善主数据。 
 

 
Figure 2. Database structure diagram 
图 2. 数据库结构图 

 
(二) 数据管理层 
数据管理层负责将采集的全量数据按照固定程序进行分类汇总，形成数据集成区域。并结合供应商

标签设定(如：资质能力、履约评价、工程业绩等标签)，对初步按维度分类的数据采取清洗、识别、整合、

分析和分类的处理模式，将各类数据进行细分，支撑标签库的完善。 

4.1.2. 数据库运行模式 
服务类供应商数据库的运行模式是通过采集招投标全环节关键业务场景下的数据，并建立采集规范

化、处理标准化和应用结构化的管理方式，支撑标签构建和画像场景的有效运行。如图 3 所示，规范化

是指明确数据源采集的形式，限定数据来源的规范性；标准化是指建立唯一的数据处理程序，实现标准

化管理方式；结构化是将各类数据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重组，构成数据结构化应用的路径。最后，以供

应商标签所需的信息提取相应数据应用。 
 

 
Figure 3. Database operation mode 
图 3. 数据库运行模式 

4.2. 评价模型构建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数据的业务含义，结合专家经验，综合业务数据与画像标签构建指标体系及供应商能力评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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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原始数据的归纳总结和概念分层，通过认证证书、工程获奖、净利润等数

据，反映供应商的资质情况，最终构建如图 4 所示的指标体系。 
 

 
Figure 4. Supplie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图 4. 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 

4.2.2. 指标与维度筛选 
遵循数据源获取便捷、指标具有普遍性、指标零值查看、指标因子化等原则[5]，选取主成分分析法

建模所用指标，尽可能的消除数据冗余和数据噪音问题。处理过程如下： 
(一) 指标缺失值处理：所选的指标应该是全部或大部分供应商都存在的(指标值不全为零)，因此需

要剔除值全部为零的指标。 
(二) 正负因子标准化处理：不同指标所包含的业务含义不同，因此需要结合业务信息对指标进行正

负因子标准化处理。 
(三) 生成衍生指标：根据业务需求由原始指标生成衍生指标。 

4.2.3. 层次分析法建模 
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数，建立供应商的综合评价模型，实现供应商的综合评级。 
(一) 构造判断矩阵 
根据主成分分析计算得到各供应商主成分得分，同时纳入输入变量进行层次分析法建模。对于服务

类供应商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层次结构反映了指标之间的关系，但资质能力、管理能力、技术能

力、业绩能力、履约能力 5 个一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各项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

标的重要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在确定影响供应商能力的诸指标因子所占的权重时，需要构造判断矩阵

对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采用专家访谈及问卷调查法，请专家对变量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

将指标两两进行重要程度的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A。 
a. 评分规则 
在对各个指标相对重要程度测量时，应用九分位的相对评分规则[6] (表 1)，根据供应商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构造打分矩阵(判断矩阵)。 
b. 判断矩阵构造 
构造供应商能力评价指标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分别对一级指标对目标层重要程度、二级指标对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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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重要程度进行打分和综合分析。 
 

Table 1. Weighted scoring rules 
表 1. 权重的评分规则 

a 指标与 b 指标比较 极其重要 强烈重要 明显重要 比较重要 重要 较不重要 不重要 很不重要 极不重要 

a 指标的评价值 9 7 5 3 1 1/3 1/5 1/7 1/9 

 
表 2 为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A，是个正交矩阵，将矩阵 A 中的指标间进行两两比较，以一级指标中的

“资质能力”为例，若与上述判断矩阵中的其他一级指标获得同等数值 1，那么证明相应指标同等重要；

若优于其他一级指标，则获取数值大于 1。同理构造资质能力、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业绩能力、履约

能力五个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重要程度矩阵。 
 

Table 2. Judgment matrix 
表 2. 判断矩阵 

供应商评价 A 资质能力 A1 管理能力 A2 技术能力 A3 业绩能力 A4 履约能力 A5 

资质能力 A1 1 a12 a13 a14 a15 

管理能力 A2 a21 1 a23 a24 a25 

技术能力 A3 a31 a32 1 a34 a35 

业绩能力 A4 a41 a42 a43 1 a45 

履约能力 A5 a51 a52 a53 a54 1 

 
(二) 计算权重向量 
在供应商分级管理应用中，当电网企业选择资质能力、业绩水平相当的两个供应商时，依据采购项

目特点，供应商能力评价中对采购项目中部分能力指标的评价权重越高，在竞争时更具优势。层次分析

法构造权数的基础是判断矩阵，利用排序原理，得到各行的几何平均数，然后计算指标的权数。计算公

式如下： 

1 2
1

m
mi i im ij

j
a a a a a

−

= × × × = ∏                                  (1) 

另 ( )1 2, , , iW w w w=  ，该向量即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通过计算权重向量，可得出供应商能力评价一级、二级指标的权重。对比目标层能力评价指标权重，

判断供应商能力指标重要程度，权重越高说明该指标对于供应商能力评价愈发重要，权重越低代表该指

标对于供应商能力影响越小。 
(三) 一致性检验 
进行一致性校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所构造的供应商能力打分矩阵的逻辑性，从而判断供应商能力评

价模型是否具有一致性及可行性，一致性校验结果较好则说明构建的供应商能力评价模型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与可推广性，可以作为供应商分级管理的画像应用设计的模型支撑。计算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

率： 

0.1CICR
RI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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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 RI 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的大小由判断矩阵中指标的个数查表得到。主要步

骤是：首先计算一致性指标，当 CI = 0 时，矩阵一致；当 CI 越大，矩阵的不一致程度就越高。其次根据

矩阵级别查询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后，求得一致性比率 CR = CI/RI。当 CR < 0.1 时，矩阵的不一致性程度

在允许范围内，此时可以把矩阵的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表示供应商能力评价模型具有一致性及可行性。 
(四) 综合得分模型 
供应商能力综合得分是通过评价模型对供应商能力的总体评价结果的输出，也是进行供应商分级管

理的重要依据，得分结果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供应商的等级评定，进而影响电网企业及招标代理机构对

供应商的管理策略。可以得到供应商综合得分模型见式(3)： 
7

1 i iiF w f
=

= ∑                                    (3) 

(五) 供应商评级 
利用得到的供应商评价得分模型计算出供应商的综合得分，并据此进行供应商分级，将供应商分为

A、B、C、D 四个级别，各级别得分区间见表 3。 
 

Table 3. Supplier level division interval 
表 3. 供应商级别划分区间 

梯度 得分区间 供应商级别 数量 占比 

第一梯度 95~100 分 A 优秀   

第二梯度 85~95 分 B 良好   

第三梯度 75~85 分 C 一般   

第四梯度 75 分以下 D 较差   

 
每个梯度的评分标准及供应商管理应对策略如下所述： 
A 级供应商作为最优秀的供应商群体，电网企业应考虑扩大与其合作范围，增加采购份额。同时考

虑降低管理关注度，避免管理资源浪费。 
B 级供应商的整体评价为良好，但还存在优化的空间，电网企业应维持 B 级供应商的当前采购份额，

并根据评价结果分析供应商的不足之处，要求供应商提出改进措施。 
C 级供应商的整体评价结果处于一般水平，管理不足之处相对较多，电网企业对 C 级供应商可以采

用消极淘汰策略。对已中标的采购份额，若未出现严重质量、服务问题，应让其保持供货，但是若三年

内该供应商评级无提升，电网企业应不再和 C 级供应商发生新的采购业务。 
D 级供应商作为表现最差的供应商群体，如评级没有显著提升，电网企业应采取积极淘汰策略，主

动停止合作，不再发生新的采购业务。同时在招标环节加强对 D 级供应商中标的管控，避免其低价中标。 

4.3. 标签库构建 

供应商标签不仅是开展电网服务类供应商全量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基础，也为画像界面展示、画像计

算模型及评价指标等应用提供支撑，因而打造供应商标签库对整个供应商画像应用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 

4.3.1. 标签设计 
标签设计涵盖了业务需求收集和整理、标签定义、应用规则制定、供应商数据匹配、生成标签及标

签优化等主要环节，是实现标签从无到有的过程，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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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ag library design ideas 
图 5. 标签库设计思路 

4.3.2. 标签库管理模式 
标签管理包含了创建、应用、维护等环节的一系列配套管理活动，从而保障画像标签发挥其作用，

标签生命周期过程和主要管理活动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Label lifecycle management 
图 6. 标签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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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供应商画像功能展示 

供应商能力画像的最终落地运行需要开发标签的数据工程师和需求方相互协作，将标签应用到供应

商分级管理业务中。根据供应商能力评价模型，计算得出有关供应商能力的相关评分结果，基于数据建

模及可视化技术，实现对包括供应商基本情况、综合能力表现、供应商分级、供应商指标标签等的整合，

使用画像管理工具对其画像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系统用户可以登陆画像信息系统，通过搜索引擎对想

获取的信息进行检索，从而获取相关供应商能力评价与管理信息以及相应可视化结果展示(如图 7 所示)。 
 

 
Figure 7. Visu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upplier capabilities 
图 7. 供应商能力综合评价可视化 

5. 实施建议 

5.1. 完善供应商数据库建设 

新时代背景下，对供应商能力评价的需求逐渐呈现出主动性、精准性的特点，以数据赋能不断创新

服务平台应用功能，优化服务手段。通过建立供应商数据库，建立数据分析模型，解决数据抓取和数据

应用的问题，形成标准统一的数据处理模式。打破企业长期以来面对的“信息孤岛”“信息迷航”“信

息冗余”的困境，从而夯实画像模型运用的基础，发挥供应商数据的潜在应用价值和效益。还应积极与

外部第三方平台、政府网站、供应商作业系统建立数据共享路径，打造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供应商数据

实时采集、共享和利用。 

5.2. 构建供应商绩效管理体系 

构建一套完整、科学、全面的供应商绩效管理体系，能够推动供应商保证服务质量和效率，对提高

电网企业经营效益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通过加强对中标供应商履约绩效评价的跟踪核查工作，汇集供

应商评价结果数据，实现供应商数据信息动态更新管理，不断促进供应商重视自身信用、基础能力、履

约服务质量、服务响应能力等方面的维护管理，提升招评审得分。供应商绩效评价指标一般选取产品质

量、履约情况、售后服务水平等指标，一方面支撑评标工作开展，另一方面协同企业进行供应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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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优化供应商画像构建模式 

招标采购机构要意识到供应商评价呈现出个性化、动态化的发展趋势，围绕应用场景实际需求为导

向，优化供应商画像界面，并调整标签信息、评价模型的设计。电网企业应建立专门的画像应用小组，

负责监控画像技术应用情况，与实际使用部门建立沟通反馈机制，定期获取反馈信息分析，制定画像迭

代优化的方向，牵头有关部门和技术专家开展画像优化工作，优化范围包含画像标签、评价模型与数据

库等画像组成模块，形成规范、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形成画像迭代更新模式。 

6. 总结 

服务类供应商信息管理、投标资格审核、招标评审制等重要环节，需要利用供应商多维度数据支撑

相应业务活动，现阶段未开放业务协作工具动态分析数量众多、特征各异的供应商群体，支撑招投标业

务的专业化水平的有效提升。 
随着电网企业深入数字化转型发展，须加大力度对新技术新模式的探索研究，供应商画像技术的研

究和落地应用，其本质是利用业务活动中沉淀的大量电网供应商数据，依托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驱动

模式创新，在评标环节释放专家资源，提升评审效率。未来，基于供应商画像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基于

供应商画像与信用评级、分级分类等业务场景的融合应用，不断丰富供应商界面展示信息内容，使画像

应用深入招标代理机构全环节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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