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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闲置物资是企业潜在的可利用再生资源，唤醒沉睡资源并最大限度发挥物力资源效能和价值，可提高资

产使用效率效益，为公司带来经济收益。尤其是在物料多样的电网行业，盘活利库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

理念，实现公司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从前期需求提报、中期在库管理、后期利用处理等方面

探讨电力物资闲置成因，并针对成因提出盘活对策，展开预计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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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le materials are potential renewabl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enterprises, awaken dorma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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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and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and value of material resourc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and benefit of asset use and bring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company. Especially in the 
power grid industry with diverse materials, revitalizing Liku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sponding to 
the national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realizing the company’s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idle power materials from the aspects of early de-
mand reporting, mid-term warehouse management, and later utilization treatment, and puts for-
ward revitaliz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auses, and analyzes the expecte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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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念定义 

1.1. 电力物资 

电力物资是指电力企业库存的工程物资、原材料(即企业存货)和原有固定资产报废形成的废旧物资

(包括废旧设备)。通常可分为发电动机、电设备、输变电设备、用电设备、电力电子设备、电磁测量仪器

仪表等六大类物资。 

1.2. 闲置物资 

闲置物资是指企业或单位因过量采购、技术更新淘汰、管理不善而遗忘等原因造成的长期不使用，

或是使用频率低的库存积压物资，此类物资会增加日常的库存和管理成本。本文特指电力企业在电力建

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闲置物资。 

1.3. 盘活利库 

盘活是指采取措施，使资产、资金等恢复运作，产生效益。是针对于闲置资产而言，通常是通过一

定的资产管理手段，使闲置状态无人管理的资产重新运作起来，使之带来新的效益，或是通过更换使用

方法，进而提高利用效率较低的物资生产效益。 
盘活利库工作具体是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强化管理，盘活资产，合理降低物

资储备，降低库存占用率，对原料、材料设备备件及低值易耗品进行清理。核定合理的库存周转定额，

划分出超储积压物资，并采取各种措施，实施跨区域调拨和内部利库服务于地方建设，减少积压，实现

资源共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2. 盘活利旧意义 

伴随供给侧改革的深入进行，国有企业不断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为核心，实现自身生产结构调整及新旧动能转换。国有企业的要素资源得到重新优化，企业闲置资产的

规模也日益扩大，并成为不容忽视的资产组成部分。而企业对闲置资产的科学管理与高效处置，对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企业效益与竞争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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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缓解库存积压，降低管理成本 

电力仓储物资主要来源于项目采购，物资存储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发现场，主要是室外堆

放的管理方式；另一种是运送至仓库，通过入库上架、平置堆放等方式管理。物资采购完成后，企业需

要承担的基础成本除了采购成本之外，还需承担一定的管理成本。与采购成本不同，管理成本会随着物

资的维护时间增加而增加，因此，电力项目物资的闲置积压会导致企业不断投入人工管理成本，当积压

库存超过一定数量时，还会增加仓储成本；另一方面，金属类物资长期室外堆放，也会导致物资生锈腐

蚀，直接报废。及时盘活闲置物资，唤醒沉睡资源，能够有效缓解库存积压现状，推动物资的价值利用，

降低管理成本。 

2.2. 节约采购成本，提高供应效率 

闲置物资盘活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内部调配。单个仓库里的物资常会因为原本所属电力项目的结

束而造成部分物资长期闲置，但是从公司层面来看，某个单位仓库的闲置物资极有可能正好是其他单位

项目所需物资。此时，由公司对整体进行统筹调配，通过内部调配代替招标采购，不仅解决了仓库的闲

置积压问题，也为公司节约了重新采购的人力、物力成本，同时，仓库间的转移相较于供应商的生产配

送而言，节省了大量的等待时间，提高了项目供应效率。 

2.3. 响应国家号召，助力政策推进 

对闲置物资进行盘活不仅是电力企业降本增效的必要手段，也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必要措施。早在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时，便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2020 年 9 月，我国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2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

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种种政府号召均表明，对于国企、事业单位闲置物资的有效盘活，已不再仅是企

业内部的管理问题，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政策的响应，绿色目标实现的有力推进。电力企业掌握当今时代不

可或缺的关键资源，自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 

3. 闲置管理现状 

在网络及电子科技产品高速发展并广泛应用的今天，电力资源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关键性资源，每年电力企业都有大量的电力项目需要开展，项目物资的批量采购及产品功能的快速更

新迭代等种种原因造成了项目完工时大量物资结余，进而闲置，导致库存积压，成本增加。 
随着国家“双碳”政策的不断推进，唤醒沉睡资源，深化仓储实物资源管理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

电力施工企业及单位的重视。据报道，近年来江西、江苏、福建、浙江等各地电力公司相继针对仓库积

压物资开展了盘活利库行动，行动内容包括：统筹计划闲置物资的退库工作，盘点清理核对，建立相应

台账；明确清单中闲置物资后续利库方案；通过周报、协同工作月报等方式，通报各部门清仓利库进展

情况；联合财务、审计等部门开展现场核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等。盘活利库行动开展以来，各单位在

有效唤醒闲置资源，提高物资产值效益，实现降本增效的管理目标上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2021 年，福

建某供电公司通过优化平衡利库策略，库存物资下降了 734 万元 [2]；浙江某电力企业全面完成 8 家供电

所多年闲置物资的清理和搬运工作，唤醒沉睡物资 60 余万元，完成 20 台在库可利用的退役配网变压器

区域内部实物调配再利用，节约资金 58 万元 [3]；2022 年，江苏某供电公司累计消减积压物资 566.93 万

元，清仓利库成效显著 [4]。 
尽管部分区域的电力企业单位已开始在闲置物资管理方面进行探索优化，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闲

置物资盘活利旧工作仍旧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推进。一方面，目前闲置物资盘活工作并未形成标准化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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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程在公司全面推广；另一方面，当前开展的闲置再利用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内部消化为主，公司

统筹调剂为辅。为积极响应国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的相关号召，解决电力企业“库存积压难消，效益停

滞难长”的管理困境，还需全面分析闲置成因，优化盘活对策。 

4. 物资闲置成因 

电力企业仓储物资闲置积压难处理的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近年来，各企业单位虽经过不断探索，

已陆续制定了适合自己的处理方案。但是如何有效、高效盘活闲置物资，还需要进一步探究，秉承“解

决问题的关键步骤是了解问题形成原因”的原则，将对造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逐一分析。 

4.1. 需求提报不够精准 

每年的电力建设项目物资采购量巨大，但是大量的物资采购需求量的判断，主要依据项目人员的过

往经验。由于缺少详细的物料需求计算，再考虑到因物资采购导致二次采购的时间成本和项目管理成本，

所以在提供采购需求时往往存在“放大”需求量的情况，过量的物资采购，不可避免会有项目结余物资

产生，后续的电力项目虽然也需要采购物资，但是难以保证所需物资中包含上一项目结余物资。长此以

往，闲置物资越积越多。 

4.2. 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项目物资采购完成后，在投入使用前还需要仓管人员进行维护管理，但是如果在物资监管维护中出

现工作疏忽，也会增加闲置物资的数量。监管疏忽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项目正常采购

物资管理疏忽，由于当前公司信息化管控系统的运用尚未完成全面覆盖，所以部分仓库仍是采用手工台

账的人工管理方式，当仓管员因为疏忽而漏管某项物资时，则会导致原本足量的物资需要再次采购，进

而造成物资过量而积压；第二个阶段是项目结余物资管理疏忽，当新的电力施工项目开展时，上一项目

的结余物资便有机会得到应用，但是如果对于结余物资管理不善则有可能导致物资在被再次利用前已进

入报废状态，或是在物资采购时直接忽略有需求物资结余。 

4.3. 处理方式不够灵活 

项目物资采购分析可以尽量减少结余，但是无法做到直接从源头消除结余，因此，对于闲置物资的

处理仍是盘活利库的关键部分。国有企业在管理闲置资产处置的实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方

面，由于闲置资产的种类较多，涉及面广，是典型的非标资产，电力企业自身也缺乏高效的处置渠道，

最终导致企业的处置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大量闲置资产无法充分对接社会资本，形成市场化交易，

即便引入智能技术，优化调配方案，闲置处理方式仍局限于内部消化。 

5. 主要应对措施 

5.1. 项目需求智能预测 

有效减少物资闲置，首先需要从源头开始合理规避。电力项目开展前的物资需求预测，如果仅仅依

靠于人工经验必然存在过度采购的风险，因此，科学的分析计算，是减少过度采购的必经途径。可通过

搭建智能需求预测模型，基于过去 3~5 年的项目物资需求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计算出各类项目

的平均需求量，再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需求幅度，最终根据预测结果提报采购需求。 

5.2. 物资管理智能监控 

物资在库管理阶段的不合理也是造成闲置物资增加的原因之一，针对物资管理问题，我们可以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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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仓储管理系统辅助解决。借助仓储管理系统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物资在库监管方面，传

统的手工台账监管对仓管人员要求较高，需要仓管人员全面细致，但是电力物资种类复杂、型号不一，

偶有物资监管遗漏现象发生，智能仓储系统可以通过在入库环节完成入库数据上传，全面监管在库物资，

避免因遗漏而造成闲置；二是日常维护预警方面，入库数据上传后，可通过在库时长统计和关键维护节

点预警，辅助仓管人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因报废而造成闲置；三是物资紧急调配方面，借助仓储

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在库物资种类及库存量的快速、精准查找，当项目提出调配供应需求时，能够及时

响应，避免因错过需求而造成闲置；四是同类物资出库方面，仓库中即便是同类物资，入库时间也存在

先后顺序，面对供应需求，可根据入库时间及当前物资状态，优先出库早期入库物资，避免因积压而造

成闲置。 

5.3. 闲置数据在线共享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工作节奏加快，被动的等待需求显然不适合当下的市场发展趋势，针

对电力物资盘活问题，可以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实现闲置数据在线共享，主动应对。首先需盘点统计各

个仓库的在库物资情况，整理出闲置物资清单，再由专职人员上传至闲置平台，系统自动汇总展示各仓

库闲置物资信息，数据时时共享，使用人员随时可查；各单位可根据自身的项目物资需求情况在线发起

调配申请，调出单位按照需求明细向申请单位转移配送闲置物资，完成闲置盘活。相较于各单位在自有

项目内的物资分配，线上共享面向的范围更广，可以是整个电力公司内的共享，也可以是省市范围内共

享，共享范围越广，需求机会越多，盘活效率也就越高。 

5.4. 处理方式内外结合 

闲置物资的盘活处理不仅可以是公司内部调配，也可以面向外部社会市场。基于电力行业工作规范

及内网环境等实际情况，快速、有效的闲置盘活还需借助外网系统才能实现。通过整合供需方、检测中

心、物资管理部门、第三方等多方需求，利用成熟外网平台开发对外租赁专区，为实物物资的外部利用

提供信息化支撑平台，闲置设备出租方在后台发布设备信息后，外部租赁企业在客户端便可浏览相关设

备信息，如需租赁，可留下联系方式，出租方根据租赁留言选择合适的租赁方后，线下联系对方完成订

单租赁服务。内部调拨结合外部租赁，不仅能够通过灵活多样的处理方式，助力闲置物资快速盘活，还

能够及时了解物资当前的市场行情，充分发挥产品价值。 

6. 预计成果效益 

6.1. 经济效益 

当前市场上多数企业在建设临电项目时均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备采购，生产以及土建基础的保养

期需要在设备运维等方面投入人力，当项目完工后，客户还需要考虑处置老旧设备。据调查，一台 250
千伏安的变压器只作为工程施工的临时用电，如果直接购买新设备的话，需要花费 14 万元左右，用户仅

使用 1.5 年，工程结束后设备就无用处，只能闲置，还要占用存储空间资源。而通过二手电力物资交易

平台租赁的话，租金仅需要 4.5 万，且租赁期间的设备维护等服务均由供电公司免费提供，可为用户省

下 9.5 万元 [5]。对外租赁闲置设备，一方面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客户企业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在有

效盘活闲置设备，提升产品价值的同时，还能为出租设备的电网公司创造新的收入途径。 

6.2. 管理效益 

闲置物资数据在线共享的前提条件是数据统计，当前公司虽建有物资管理系统，但是管理内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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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物资数量、账务的管理；实施闲置共享后，数据上线管理能够有效提升物资全面管控力度。此外，

公司电力项目物资主要来源于市场招标采购，从采购到投入使用，需经过招标评选、合同签订、采购下

单、供应生产、在途配送、收货入库等业务环节，耗时 1~2 个月。闲置共享，内部调拨则只需经过线上

申请、仓库转移、收货入库三个主要环节，耗时 1~2 周。相对于外部采购而言，内部共享可节约 6 周左

右的供应时间，提高管理效益近 75%。 

6.3. 生态效益 

2020 年，我国提出“双碳”号召，闲置物资盘活是公司响应号召的极佳途径。一方面盘活利库可以

减少物资因积压报废而产生的碳排放，另一方面，以内部闲置共享和对外设备租赁代替物资采购，能够

大幅挽救碳中和能力。根据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数据整理，每利用 1 吨废钢铁，平均可替代 1 吨多炼钢

生铁，节约能源 60%，可节约 0.4 吨焦炭或者 1 吨左右原煤，废钢铁回收利用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率为 0.15 
t CO2/t 废生铁 [6]，闲置盘活后预计每年节约近 200 万吨物资，可挽救近 3 万吨 CO2中和能力。 

7. 结论 

在绿色发展理念和“双碳”政策推广下，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自身供应结构和能

源利用方式。电力企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每年都涉及

大量的电力物资采购、管理、使用，闲置物资盘点利库是实现绿色低碳的有效途径，也是降库存、降成

本、增产值、增效益的必要措施。从源头减少闲置物资产生是降本增效的重要环节，同时唤醒已有闲置

资源再利用也是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当前信息化手段高速发展的环境挑战下，闲置物资盘活方式也需要

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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