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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 material agreement inventor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s not closely coordinated with 
the supplier sid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inventory, the supplier perfor-
manc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is not well performed, which often results in poor bal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inventory, and benchmarks the company’s material man-
agement. The completion rate of the agreement inventory on the index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impact,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iency of the agreement inventory management. Through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suppliers and inventory coordination, we will strengthen monitoring of 
supplier capacity, establish visual monitoring and visualization scree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iency of protocol inventory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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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物资协议库存执行过程中与供应商端协同并不密切，协议库存执行过程中未能很好的进行供应商履

约执行情况监控及预警，常常造成协议库存执行均衡性差，对公司物力管理对标指标中协议库存按期完

成率有一定程度影响，影响协议库存管理效率和效益。通过与供应商深入开展产能协同、库存协同，加

强对供应商产能监控，建立可视化监控看板，提升协议库存分配效率和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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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协议库存采购流程长、物料数据多、重要性较强，本文通过研究设计供应商产能获取方式，建立供

应商产能收集机制与供应商产能评估看板、库存能力评估看板，与供应商深入开展产能协同、库存协同

提升协议库存分配效率和执行效率，提高物资采购供应的及时性。 

2. 协议库存管理现状 

2.1. 协议库存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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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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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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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

求整合的角度，协议库存对一定期间内的零星物资需求进行预估，将分散的物资需求组织起来进行一次

采购，产生规模效应；从供应商整合的角度，通过稳定长期的供货与较大的供货量，与协议供应商建立

稳定的合作关系[1]。 

2.2. 协议库存履约现状 

因协议库存物资的特殊性，需供应商在匹配执行后，再行供货事宜，导致部分物资存在供应问题。 
一是协议库存分配存在空档期，影响物资排产和供货的及时性。存在上批次协议库存物资中标额度

执行已超 120%，而下一批的协议库存物资招标工作仍在进行或者库存协议在 ERP 系统中尚未生效的情

况，造成部分物资采购申请的分配工作暂停，或者不得不通过同配同价方式分配给原中标供应商，而原

供应商有时会因为原协议库存合同已执行完毕工厂没有备货，产能紧张，或者因原材料价格上涨无法接

受原中标价格等多种因素导致前期沟通和核价谈判的时间延长，采购订单最终的生效时间比较滞后，从

而造成对原定的施工计划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是现有的协议库存订单自动匹配策略不完善。现有的协议库存订单分配是把供应商中标份额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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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余额”作为判定依据。因此，这样就容易造成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同一家供应商可能一下子被分配到

超出其正常产能的订单，从而导致无法满足所有工程的交货期要求；或者由于工程延期，某一家供应商

事先已经积压了大量的订单需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交货，但突然又被分配到一些订单需要在同一个时间

段进行交货，这样一来就造成供应商无法正常履约。 

3. 协议库存履约协同影响因素 

3.1. 物料数据标准不统一 

电力物资品类众多，电力公司内部拥有成熟的物资编码体系，同时各供应商也拥有自己的一套物料

编码体系，而供应商不只有电力企业一种客户，还涵盖其他行业或类似行业的其他客户，因此，物料编

码就变得多种多样，这对供应商履约协同造成一大困难。 

3.2. 供应商协同沟通不完善 

由于协议库存物资的特殊性，需供应商在匹配执行后，再行供货事宜，供应商排产计划、产能安排、

产品库存等相关信息对协议库存精准分配至关重要，但目前缺乏相应的信息协同方式，对供应商的产能

监控及需求计划信息传达依靠电话、邮件等传统方式，并且存在时间延误等问题，导致履约供货不及时

或供货质量不高。 

3.3. 协议库存执行管控粗放 

以往的物资协议库存供应商产能及库存能力评估管理没有相关模块，未能形成对物资计划和采购管

理工作指导，而且物资管理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缺乏便捷性的沟通协作机制，使得项目对物资管理环节的

统筹考虑不多，物资供应侧不能准确把握物资需求情况，物资需求侧无法感知供应商产能，进而供需协

同的工作做起来就会有一定难度。 

3.4. “互联网+”技术应用不全面 

“互联网+”技术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

的发展生态。电力公司已经建成以电子商务平台和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为主，电商采购平台等为支撑的采

购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新技术在采购供应及公司管理的深入应用，但在内外部协同方面，仍然未建立高

度集成的信息平台，对协议库存履约协同管理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4. 协议库存履约协同机制构建 

4.1. 物料数据标准统一 

在数字世界里，商品数据的全球统一、规范和一致性，对于整个供应链的贸易各方至关重要。按照国

际标准统一商品数据格式，建立好标准规范化数据将助企业一臂之力[2]。通过与供应商协同，选取典型物

料，统一产成品、半成品、物料 BOOM 的数据编码标准及规格参数，建立简单适用、规范合理，且识别性

高、扩展性强的唯一性编码[3]，既能建立统一采购技术规范、生产技术质量要求，达到严格制造、标准化

制造的目的，又能解决企业间信息编码混乱，解读复杂的问题，为供应商协议库存履约协同打下基础。 

4.2. 数据传递优化 

由于市场上供应商信息科技水平不一，需充分考虑这一现状，建立适用不同供应商的信息数据传递机制。 
1) 网络抓取 
合作协同供应商将自己的产线排产计划和库存数据存储于静态数据网页，向电力公司提供相应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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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由电力公司通过外部智能供应商服务平台利用网络技术获取供应商专门提供的存储数据，从而获得

供应商产能和库存数据。这类方法适用于具有简单信息技术能力的供应商。 
2) 电子数据交换 EDI 
电子数据交换 EDI 具有相应的数据传输协议，通过协同供应商统一应用标准的电子数据交换传输协

议，在供应商端的生产管理系统和库存管理系统开发建立数据传输系统接口，连接公司智能供应商服务

平台，双方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实现供应商产能信息和库存信息的实时传输，从而获得供应商产能和库存

数据。这类方法适用于具有较为先进成熟信息管理系统的供应商。 

4.3. 供应商服务平台建设 

“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

来，把孤岛式创新、数据连接起来。借助“互联网+”能够把物资需求侧和供应侧紧密连接起来，打通内

外部联系通道，通过数据采集、传递、处理、分析等，使需求侧与供应侧的互动更加便捷、信息更加准

确、管理更加优化，提升内外双方在整个供应链的活跃程度，推动智慧供应链发展。 
通过“互联网+”技术构建智能供应商服务平台，可以在线建立供应商与电力公司之间信息沟通渠道，

解决信息传递不畅、信息真实性不高的问题。 
通过对接供应商生产及库存管理系统，实现供应商产能及库存信息实时或定时自动上传、更新，在协议

库存分配履约过程中应用这些数据信息，有效调整协议库存分配策略，降低被分配到超出其正常产能的订单

问题。同时电力公司通过在线传递需求计划信息，提升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供应商库存备货不及时问题。 
同时智能供应商服务平台围绕企业采购业务所展开，是一种以“扩展协作互助的伙伴关系、共同开

拓和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双赢”为导向的企业管理机制，同时也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4.4. 协议库存履约可视化监控 

通过智能供应商服务平台接入的数据，了解供应商生产、库存信息，甚至不同物资类别的每日及月

度的生产量、检测量、库存量等(见图 1)，通过与公司需求计划进行匹配对比，建立供应商产能及库存履

约能力评估看板，协议库存分配管理人员在执行分配过程中通过参考评估的供应商产能及库存履约能力，

结合需求计划，使分配更加合理科学。 
 

 
Figure 1. Visual monitoring of protocol inventory performance 
图 1. 协议库存履约可视化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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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通过积极与供应商等供应链伙伴开展信息集成、业务协作和资源共享，加强业务合作的紧密度，并

不断缩小各企业信息化程度的差异，以此来整体推动公司供应链生态圈的网络化、促进公司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高效协作，实现公司内外部和谐共赢，达到高效协同促进物资供应优化提升的目标。 
同时，以电力公司现有业务处理系统为支撑点，通过智能供应商服务平台，可以为各类供应商提供

业务受理、信息查询、业务咨询、缴费、结算、投诉建议及宣传推广等服务，在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但是协议库存作为保障电力物资供应的重要采购方式，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面对各类问题的发生。针

对复杂而变化的问题，现有协议库存供应商产能及库存履约监控可能会存在不满足解决未来发生问题的

情况。随着日益变化的需求及相关采购问题的出现，针对协议库存采购模式，要做好相关管理标准文件

的及时更新、涉及多方问题的及时探讨、需求变化的合理预测等工作。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做好协议

库存物资采购的精益化管理。同时未来可以通过研究以网络化为关键点，加强资源协同共享，促进设计

单位、制造厂商、第三方物流、质量检测机构在同一平台信息协同、共享与追溯，企业间、产业间、地

域间资源统筹，避免产能过剩与成本浪费，促进行业供应链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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