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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数字化转型正在全面开展，站在“十四五”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要求加快推进招标投标领

域全流程数字化，全面实施“互联网 + 招标采购”升级版，着力提升招标投标电子交易和服务监管水

平。但企业在招标采购和供应链协同发展方面仍存在依赖人工作业、缺乏信息共享、招标采购和供应链

独立运作等问题，对招标采购和供应链运行效率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需要探索企业招标采购和

供应链协同优化场景，促进招标采购和供应链智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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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fully developed, and the standing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14th Five-Year”, accelerate the national requirements field of bidding and tender-
ing process all digital, full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et + bidding procurement”, to improve bid-
ding and tendering electronic trading and service leve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relying on manual operations, lack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ndependent operation of bidding 
and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idding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bidding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operation, therefore, need to explore the bidding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col-
laboration optimization scenario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dding procurement and supply 
chain quality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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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招投标领域

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也取得重大创新发展，企业发展已进入由业务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的时代，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在践行招标采购全流程电子化上先行一步，大力推动招标采购和供应链协同向无纸化、

数字化和智慧化转型，为全行业树立了示范典型[1]。 

2. 开展背景 

近年来电子化招投标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各类在线招标采购平台未贯通，存在各方信息不共

享的现象。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数字化驱动平台转型，应用数字技术创新构建新的交易

模式方式，构建数字化招标采购平台是加快推进招标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的重要技术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在招标采购与供应链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业务数据，前后端联动及

应用运营优化的数据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数据可以准确揭示招标采购与供应链的真实运营状况，

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全环节数据联动应用，能够有效提升供应链的运营水平，催生新的运营策略模

式，提升招标采购效率，实现采购链的协同高效。 

3. 优化需求分析 

3.1. 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自上而下融合需求 

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强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进战略采购“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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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确立“双碳”目标，发展绿色供应链体系。当前背景下推动招标采购与供应链融合发展，一是

要精准选择招标采购方式。加强和优化采购需求管理，科学分类规划管理采购需求，单次分散重复采购

转变为集约连续协同的战略采购，推动绿色采购。二是要建立统一交易网络平台。建立电子招标采购交

易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实现一体化聚合共享市场大数据，强化平台互联共享，实现全流程招标采购网络

数字交易，满足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和跨区域交易的需要。三是要优化政策法律体系建设。通过制度建设

积极推动创新和转变企业供应链采购的价值理念和实现方式，优化提升企业供应链采购管理，推动绿色

生产、采购等绿色供应链体系发展。 

3.2. 从实际业务执行出发，自下而上融合需求 

据中物联统计，2021年我国企业采购市场规模超过 174万亿元，但全国数字化采购渗透率仅约 7.5%，

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数字化采购仍有很大推动发展空间。一是深化技术创新应用。用大云物移智链等

技术，开展需求分析预测、策略智能优化、辅助评标等具体业务操作，促进业务智能化提升。二是优化

招标采购策略。从项目实际需求出发，扩大物料组、主网协议库存等采购模式应用范围，在专家抽取、

批次安排、标包划分、评审标准等方面优化执行策略。三是完善制度管理体系。结合公司招投标与供应

链管理工作实际，对使用不同采购方式和采购组织形式开展的招标与供应链业务，建立差异化流程制度

保障体系，提高供应链全环节流程效率。 

4. 协同优化场景设计 

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结合全寿命周期管理理论，根据招标采购环节和其它供应链管理

环节进行融合场景设计，以技术为工具实现招标采购数字化转型[2]。 

4.1. 招标前协同场景优化设计 

1) 采购需求分析智能预测 
依据历史采购数据，应用大数据等技术对未来物资需求进行分析预测，为招标采购提前规划提供准

备，提升项目实施计划性、物资需求准确性和供应方案精准性。 
2) 多维度采购策略自动生成 
从项目需求出发，针对项目特点、物资供应导期、物资需求特性、招标采购要求等，构建采购策略

推荐模型，自动选择最优采购方式、采购实施模式。 
3) 采购物料组智能应用 
拓展物料组关联应用范围，分析同类别不同规格物料的技术特性、价格特性、需求特性，建立物料

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网，以市场价为参考，通过明确基准物料价格，实现物料组内不同物料价格的动态调

整[3]。 
4) 建立绿色采购物料体系标准 
绿色采购标准需要细化技术规范内容，分级分类明确对原材料、生产制造工艺等明确绿色环保、节

能低耗的采购要求，顺应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趋势，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5) 招标分标分包策略与供应商产能联动 
通过分析历史中标供应商标包履约情况，应用正态分布理论，结合供应商规模和供应商履约产能情

况，优化招标环节标包划分策略，使标包划分更加匹配供应商常规履约能力，降低供应风险。 
6) 采购价格指数动态评价应用 
通过对近期不同品类的物资中标价格进行统计分析，构建发布设备价格指数，为下阶段规划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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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参考，也为招标采购合理报价提供指导，防止过高或过低报价，降低过高报价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

风险和过低报价带来的扰乱市场正常经营风险。 
7) 供应商资质信息核查评估信息化。 
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对供应商资信核查和绩效评估进行信息化管控。在资信核查方面，定

期核查、分析并自动生成供应商资信报告，特别是在与供应商首次合作前，识别潜在资信风险因素并实

时预警，及时调整对供应商的管理策略。 

4.2. 招标中协同场景优化设计 

1) 智能评标辅助应用 
通过分析供应商履约数据，结合供应商外部征信数据等，对评审要素进行客观量化，实现评标关键

参数自动比对，智能打分，减轻评标过程中评标专家工作负担，提升评标效率。 
2) 远程异地评标 
积极应用互联网、5G 等技术，设计评标智能管控平台，开展远程异地开评标及云播，降低供应商无

法及时达到现场风险和供应商差旅成本，提高评标效率，通过现场直播保障评标公平公正。 
3) 评分异常智能预警 
根据整体评标打分情况，设置偏差预警阈值，针对偏差较大情况自动预警，提醒评标专家关注评审

科学性，提升评标客观性。 

4.3. 招标后协同场景优化设计 

1) 招标技术文件与质量抽检策略联动 
通过将招标环节供应商提供的质量报告等数据，联动共享至后端履约环节，在抽检环节将物资检测

技术参数结果与供应商在招标阶段提供的技术标准进行比对，防止供应商提供虚假报告，提高产品质量。 
2) 后端供应商履约绩效评价画像与招评标联动应用 
根据供应商历史履约绩效等，结合外部征信数据，建立供应商全息画像，在招评标环节辅助评价打

分应用，实现优质供应商快速精准筛选，提升采购效率和质量。 

5. 结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采购活

动操作公开、过程受控，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和规范水平的重要手段，通过促进招标采购与供应链融合

发展，有利于优化“公开、公正、公平”的诚信采购环境，进一步完善“阳光采购”模式，提高产品质

量和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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