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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我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进入新阶段，企业供应链实验室

建设在加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提升供应链管理协同水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设集资源整合、创新

研究、成果管理、交流展示为一体的供应链创新实验室，搭建供应链创新服务平台，旨在成为“世界看

中国电力供应链的窗口”。本文将从建设背景、规划布局、研究能力建设、运行及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

介绍供应链创新实验室的建设理念和最新成果，对未来企业建设供应链创新实验室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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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untry’s vigor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my 
country’s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pilot work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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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ion of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laborator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rengthening technol-
ogical innovation, mode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Build 
a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laboratory that integrates resource integration, innovative research, re-
sults management, and exchanges and displays, and build a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service plat-
form, aiming to become “a window through which the world sees China’s power supply chain”.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and latest achievements of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laboratory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planning layout, research capacity build-
ing, operation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etc., which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laboratory for futur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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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实验室是国家和企业组织开展重大技术创新、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技术交流、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创新实验室在企业坚持走科技创新发展之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企

业实验室资源与潜力的充分利用与深度挖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公司整合内外部供应链科创资源，

建设首家供应链创新实验室，搭建供应链创新服务平台，推动供应链管理向科技驱动、创新驱动、数字

驱动转变，实现供应链领域科技创新跨越发展。 

2. 建设背景 

自 21 世纪初国家开始引导推动建设企业实验室，旨在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推动国家整体科研实

力的提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华为、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特点，不断投入科创资源，现

已布局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创新实验室。华为“2012 实验室”作为最成功的企业创新实验室之一，聚焦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多个领域的领头企业进行跨界合作，创新研发了“华为”5G 技术并成为了 5G
领域全球第一[2]。电网企业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江苏电力公司构建科技创新管理体系，结合

多种调研方式明确具体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实施规划引领；在健全管理机制上，整合内部技术研发资源，

构建跨专业协同创新体系；重视产学研合作，加速实现跨专业协同创新[3]。湖北电力公司在“高压电气

设备现场试验技术重点试验室”的建设中强调研发能力建设，包括针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瓶颈成立

攻关团队，重视专家的技术引领作用和重点人才的培养。同时对于科研课题的管理，加强立项储备以及成

果申报，完善科研奖励机制[1]。以上成功的案例都为电网企业建立供应链创新实验室的定位以及建设方

案设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公司建设首家供应链创新实验室，顺应国家对供应链领域发展的号召，更是

响应国网公司战略部署下提出的更高要求。在商务部提出要培育一批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和示

范企业的背景下，公司明确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上海公司打造

具有“平台化互联、智能化作业、智慧化运营、全方位管控、高度可配置”特征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建设

首家集资源整合、创新研究、成果管理、交流展示为一体的供应链创新实验室，有助于公司在供应链领域

率先建立优势，整合科创资源，汇聚高质量人才，持续推动现代智慧供应链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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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框架 

围绕现代智慧供应链建设，供应链创新实验室聚焦电工装备产业链供应链“一条链”，在研究方向

上采取供应链管理策略研究与科学技术并重，专注“卡脖子”、基础研究、前瞻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在

组织管理上采取三制结合的模式，由基地实体建设、团队资源、运营管理、科技研发建设和数据管理五

大保障体系支撑实验室整体运行(见图 1)。 
 

 
Figure 1. “Focus on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y Chain”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laboratory framework 
图 1. “聚焦电工装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实验室框架 
 

作为首家供应链创新实验室，在整体框架的设计上具备鲜明的行业特色，并重视专业领域管理策略

和关键技术的研究。电工装备产业覆盖发输配用电及新能源等电力系统各环节[4]，作为电网建设的基石，

高效、稳定、优质的供应链体系是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5]。创新实验室从供应端到客户端，覆盖了

计划、采购、合同、仓储、配送、供应商、质监、应急物资、废旧物资管理九大业务视角，以全供应链

业务视角对电工装备产业链展开创新研究。在供应链专业领域研究上，管理策略研究侧重于对供应链战

略发展、运营模式、运作策略、生态圈协作、外部政策环境对接等软性课题的研究；技术创新研究侧重

实物研发、机器人、监测装置等技术实体与模型设计，能够对未来供应链管理和技术发展提供专业的建

议。两者相辅相成，共同驱动供应链创新实验室发展。 

4. 研发能力建设 

4.1. 科学技术研究 

创新实验室从数据感知交互、数据分析挖掘与数据价值创造等方面，关注“卡脖子”技术、基础研

究、前瞻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电工装备产业链供应链特点，厘清了所对应的研究方向。目前学界对“卡

脖子”技术的界定还未统一，学者认为“卡脖子”技术是在一个国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在关键核心技

术上与其它竞争性产业链内的关键核心技术有巨大的差距；在短期内这个差距难以通过产业链内的创新

或是通过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转移的方式实现技术突破[6]。创新实验室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对整个产

业链的转型升级有着重大的意义，是创新实验室研究的重点内容。基础研究指的是以电力行业物资供应

保障体系研究、全供应链管理策略体系、智慧供应链运营控制塔体系、数字孪生供应链、供应链产融协

同、绿色低碳供应链为代表的一批基础理论和应用成果。前瞻研究瞄准的是供应链数字化、物流超自动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9121


洪芳华 等 
 

 

DOI: 10.12677/mm.2021.119121 969 现代管理 
 

化、检测试验智能化、机器代人等智慧供应链核心技术，重点研究电工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及各类传感

器和信息集成技术、基于大数据的供应商全息画像、“千人千面”可配置供应链、人工智能流程挖掘、

智能服务终端等关键技术及应用。应用研究指的是结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究供应链领域具有明确

的需求导向和鲜明的市场特征，并依赖各类创新要素的集成和创新主体的协同，如基于机器人流程自动

化的数字员工应用等。 

4.2. 团队资源搭建 

作为供应链科创服务平台，创新实验室组建供应链团队资源和专家资源，根据供应链的科研需求匹

配科创研究课题资源。人才队伍是实验室发展的核心，人是制约科技创新能力最关键的因素[2]。在组建

供应链团队资源方面，积极吸纳外部优秀供应链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等社会力量参与现代智慧供应链建

设，通过产学研用、优势互补，促进科创资源协同高效利用，不断壮大供应链科技创新力量。在组建供

应链专家资源方面，邀请在供应链领域具有战略思考、实践经验和影响力的专家与学者组成，包括公司

内部优秀管理及技术人员、资深供应链顾问、高校专业学者及其他社会供应链领域杰出人士等，为科创

平台提供支撑服务，打造形成供应链科创柔性智库。 

4.3. 成果输出 

未来创新实验室会持续对供应链创新成果进行输出，包括情报资料管理、高级别奖项申报、知识产

权的转化等。高级别奖项申报瞄准国家科技进步奖或国网科技进步奖的目标，围绕万联网优秀供应链生

态企业、中物联优秀案例、中物联科技进步奖、上海市管理创新奖等奖项所需具备条件和申报要求进行

策划，按照报奖申报节点提前完成部署与系统谋划，并按计划跟进实施。知识产权转化专注于专利布局

规划，联合专利代理机构、研发单位做好发明专利梳理识别和申报工作，提高授权成功率。情报资料管

理指收集国家相关政策、公司战略部署、其他行业供应链发展与最佳实践以及其他省公司现代供应链体

系实施推进过程中重要成果，提升知识共享水平。目前创新实验室建设已初具成果，获得社会奖项、创

新成果、国网奖项等 70 余项，包括 2020 年 IDC 中国数字化转型运营模式领军者卓越奖、2020 工赋上海

年度风云企业奖、国网公司第五届“青创赛”金奖等；荣获 2021 中国供应链金融生态优秀现代供应链服

务商称号；在论文与专利(含软著)方面，分别开展申报 49 项和申报 13 项，在供应链专业领域取得了非凡

的成就。 

5. 运行与保障机制 

5.1. 项目组织模式 

创新实验室在供应链科创项目管理上打造挂帅制、揭榜制和举手制“三制”结合的项目组织模式，

实现运作创新平台“一张榜”。其中，针对重大课题以攻关核心技术为引导，实施挂帅制；推动重点场

景以专项先行先试为手段，实施揭榜制；鼓励基层改进以共享小微创新为基点，实施举手制。在此基础

上，实验室开展技术需求等级评定机制、项目引才机制，调动各方资源与潜力，打通科研协作通道，激

发科技创新动能。“三制”结合的项目组织模式有助于创新实验室形成特色的项目管理机制，对科创资

源的整合、成果的管理有重要的作用。 

5.2. 交流展示 

创新实验室通过多种形式对项目成果进行交流展示，有助于推动供应链科研创新共建共享共用。建

立供应链创新交流沙龙，定期组织交流分享活动，邀请行业专家学者、优秀实践单位团队，加强供应链

新技术、新理念、新趋势交流，使科技人员及时了解最新技术动态。构建常态化汇报展示机制，定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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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建设过程中的亮点和成效，组织汇报展示和演练，同时积累总结汇报素材，锻炼总结汇报队伍，做好

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总结汇报。此外，联合工业物联网协会等共建开展电工装备产业数字化供应链

成果展示基地，提升辐射效应。提供数字化供应链培训体验，梳理公司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框架和建设

成果，面向公司各级新老员工提供现代智慧供应链各环节业务知识培训、操作技能培训等功能，与工业

互联网协会等外部行业协会共同打造数字化供应链成果体验中心，提升现代智慧供应链辐射效应。 

5.3. 保障机制建设 

为保障创新实验室整体运行，提升管理水平，创新实验室在基地实地建设、运营管理、培养人才队

伍等方面建立了完善的机制。基地实体建设方面，在做好基地选址的基础上，打造集“汇报展示”、“业

务培训”、“技能培训”、“创新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基地，不断扩大供应链科技创新中心的影

响力。运营管理方面，实验室注重对供应链创意征集、立项统筹、资源协调、研发管理、成果推广、专

家人才管理、审查评价、汇报交流及科创成果推广及市场开拓运营等进行管理，还包括供应链创新交流

沙龙配套运作组织，青创赛等创新活动策划组织等工作。人才队伍方面，加强人才资源管理的组织建设，

根据供应链发展趋势重视创新人才发展的规划、储备、培训和再教育，促进人才在数量、素质、结构和

专业领域的协调发展。 

6. 结语 

本文阐述了电网企业建设首家集四位于一体供应链创新实验室的定位以及整体框架，明确了关键领

域的研究内容以及团队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配以完善的运营与保障机制，为建设企业创新实验室，尤

其是电工装备产业链企业在供应链专业领域的探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未来，创新实验室需要继

续提升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规划布局上要与时俱进，紧跟国内外供应链领域发展的步伐；在现有运行

与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新实验室在推动四个关键领域研究的作用，尤其在协调“卡脖子”技

术研究与基础研究等其它研究领域的关系上的发展，持续推动供应链运营管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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