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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深入了解电力项目物资配送的业务现状，理清影响直送现场物资供应业务快速响应的运营痛点

及原因，结合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跟踪监控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挖掘当前电力项目物资供应质效提升的关

键要素，总结提炼出一套适用于直送现场物资供应业务的物流跟踪监控总体方案，围绕物流资源、物流

过程的维度，有效识别过程存在的潜在风险，全面掌控物流过程动态，同时，围绕现场管理、物流服务

的维度，明确各关联方在物流服务中所负责的管理职责，加强跨单位物流管理协同能力，从而推动直送

现场物资供应服务质效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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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operational pain points and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rapid response of ma-
terial supply business in direct delivery sites through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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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 of material distribution in power projects, combines wit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eds of 
material logistics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in power projects, excavates the key elements of im-
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terial supply in current power projects, and explores the key 
element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terial supply in power projects. We summar-
ize and refine a set of logistics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scheme suitable for direct on-site material 
supply business, effectively identify potential risks in the process around the dimensions of logis-
tics resources and logistics process, comprehensively control the dynamics of logistics proc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around the dimensions of on-site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services,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related parties in logistics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ability 
of cross-unit logistics manage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irect on-site 
material suppl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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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规

划发展目标，并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治

理能力，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1] [2] [3]。在掀起的数字化浪潮

中，企业都在积极探索转型之路，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融入到各行各业中。全球也迎来了产业新赛道布

局战略机遇期，在本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快速演变的推动下，数字技术引领和带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催生了新业态新产业，开辟出竞争新赛道。当下，中国数字化发展进程正在不断

提速，大规模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全行业数字化发展已成为各大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部分[4] [5] [6]。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作为央国企重要的核心单位，坚决落实国家数字化发展

战略，以数字化物资供应链为对象，深入开展适用于电网项目工程的物资供应效能提升研究。2020 年，

上海公司发布《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EPC总承包电力项目物资供应履约及质量监督管理操作指南》提出，

加强到货交接验收过程的检查管理，保证供应商配送物资在合规约束范围内的有效执行，防范电力项目

物资在到货交验环节可能出现的风险。这意味着，在满足项目物资物流效能提升的同时，更须预防项目

物资物流过程潜在的风险[7] [8] [9]。为落实电网物资保供新要求，上海公司物资专业通过高效利用供应

链数字化技术，促使项目物资发货、配送、到货、交接等物流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实现物流全程数字跟

踪监控；同时，着力提升项目物资直送现场的响应效率，推动链上生产制造企业与物资专业的高效协同，

有力保障工程项目物资“不断供”。 
本文旨在为上海公司电力项目物资直送现场服务建设跟踪监控体系以及跨单位协同机制提供有效的

发展路径，通过深入了解电力项目物资配送、现场交接验收的业务现状，梳理电力项目物资物流配送和

交付的业务流程、组织资源等，理清影响直送现场物资供应业务快速响应的运营痛点及原因，借鉴国内

外先进理论和典型案例，结合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跟踪监控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挖掘当前电力项目物资供

应质效提升的关键要素，总结提炼出一套适用于直送现场物资供应业务的物流跟踪监控总体方案，围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306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备，董凤娜 
 

 

DOI: 10.12677/mm.2024.143060 500 现代管理 
 

物流资源、物流全程等维度提出物流资源跟踪和物流全程监控的相关应用建议，围绕现场管理、物流服

务等维度，设计包括供应商、物资专业、施工方在内参与的协统机制，确保电力项目物资运送现场的及

时性和安全性，有效提升直送现场物资供应业务的协同服务水准。 

2. 理论和案例研究 

2.1. RFID 射频识别技术研究 

RFID 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

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RFID 技术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

操作快捷方便。RFID 是一种简单的无线系统，只有两个基本器件，该系统用于控制、检测和跟踪物体。

系统由一个询问器(或阅读器)和很多应答器(或标签)组成[10] [11]。 
RFID 的基本工作原理，RFID 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并不复杂：标签进入磁场后，接收解读器发出的

射频信号，凭借感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或者主动发送某一频率的信号；

解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有关数据处理[12] [13]。 

2.2. 联想集团数字化物流案例 

提起联想物流的整体架构，联想的客户，包括代理商、分销商、专卖店、大客户及散户通过电子商

务网站下订单，联想将订单交由综合计划系统处理。该系统首先把整机拆散成产线系统集成并共享信息，

当自动化立体库接收到生产计划要货指令后，即发布出货分拣作业指令，立体库按照要求进行分拣出货

作业。联想电脑生产流水线，电脑零部件按照物料需求计划从立体库或储存区供应给生产线，生产线按

排产计划运转。生产线装配工人正在组装电脑，并根据组装的情况，监测、控制上方电脑显示屏的“拉

动看板”及时将组装信息及物料需求信息反馈到企业生产控制系统中。上述流程说明，联想集团通过高

效率的信息管理系统与自动化的仓储设施，实现了在信息流带动下的高效率的物流作业[14] [15]。 

2.3. 理论案例研究小结 

通过对理论和案例的解读，通过 RFID 射频识别等数字化技术装备，上海公司物资专业可确保电力

项目物资配送过程的设备参数一致性，避免物流配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串货”现象；通过联想集团的

物流管理案例，可以发现大型企业非常重视物流服务管理，将物流业务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改变原

有物资配送难以全面掌握的困境，加强物资交接验收之前的前置化管理，充分体现数字化技术对电力项

目物资物流的重要影响力，提升对物资运输过程的跟踪监控能力，促进物资物流管理数字化转型发展，

这对基于电网物资供应链的直送现场物资管理具有深远的借鉴价值意义，进一步加快电力项目物资物流

跟踪监控体系建设。 

3. 搭建方案框架设计 

根据方案的工作思路，明确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跟踪监控及优化服务的预期目标，基于电力项目物资

物流服务提升方向，围绕物流资源、物流过程、现场管理、物流服务等维度，深度挖掘物流服务提升的

有效路径，加强电力项目物资物流配送的快速响应能力，加快现场物资交接的管控能力，促进直送现场

物资关联方的协同能力，从而形成适用于直送现场物资的框架方案及优化建议，推动直送现场物资供应

业务质效提升。总体方案框架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 
完善物资资源跟踪体系，加强电力项目物资物流配送的快速响应能力。随着电网工程建设业务的精

益化发展，对电力项目物资的各类需求同样也日益增长，要求直送现场物资的数量、规格型号、技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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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关键信息更为精细化，以使配送物资与工程现场所需物资完全匹配。所以电力项目物资直送现场的

物流快速响应能力亟待强化。最终形成以物资品类、关联方为物资资源、适用于直送现场物资供应服务

模式的物资资源跟踪体系方案。 
构建物资过程监控体系，加强现场物资全程的管控能力。当前电力项目物资的现场到货、交接验收

等活动由物资专业、工程现场、供应商三方负责，工程现场难以把握设备到货时间进行场地或人员安排，

容易造成多方交接验收工作“断链”现象，所以应通过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实现物流全程的设备参数一

致性监控，避免物流过程可能存在的“串货”现象。 
形成现场与物流服务协同优化提升机制，促进直送现场物资关联方的协同能力。物资配送前，物资

专业可通过大决策分析技术根据历史数据预测发货、到货时间，并提供给供应商以便决策支持；物资配

送时，物资专业利用物资系统数据库，连通通过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实现物流全程的设备参数一致性监

控，避免物流过程可能存在的“串货”现象；物资配送后，运用物资系统数据库汇总处理实际物流数据，

并传送给 ECP2.0 平台进行记录与分析，作为历史数据积累的同时，也作为各单位物流服务管理提升的依

据。 

4. 设计重点应用建议 

上海公司开展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跟踪监控及优化服务方案研究，以快速响应各类工程物资供应需求，

围绕物资资源跟踪体系、物资过程监控体系和现场与物流服务协同优化提升机制等维度，将数字化技术

融入现场服务场景，并设计重点应用建议以提高工程物资供应质效。具体建议如下： 

4.1. 物资资源跟踪体系优化建议 

重点物资跟踪：直送现场物资供应服务属于物资供应链配送体系的一程运输模式，一程运输以供应

商直接交付现场为业务场景，供应商将物资配送到公司各级项目现场，主要针对较大件工程物资、配送

条件较复杂、多级流转效率低等情况，所以直送现场物资的物流跟踪应选择对工程进度影响重大、经济

价值较大、配送条件较为严格的物资品类，例如变压器、开关柜等。在明确物资品类的基础上，物资专

业可沟通供应商，对供应商安排发货的物资品类信息，与 ECP2.0 发送的供应计划订单进行二次确认，包

括设备号、规格型号、生产日期、数量、重量等设备参数，如果出现设备关键参数与供应计划订单不符

合，应及时联系工程现场专业人员是否匹配施工要求，避免物资部分参数差异导致工程现场无法使用，

也防范未能二次确认造成的时间和人力损耗，致使工程进度延期甚至暂停。 
多方单位人员跟踪：本文将电力项目物资直送现场的相关单位及人员纳入跟踪体系内，随着电网工

程建设的数量规模扩大，工程现场对所需物资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化，势必需要提高供应商、工程现场与

物资专业之间的沟通效率，其首要前提是明确各单位人员的物流跟踪对象，对物资专业而言，主要由物

资公司统筹跟踪物资、车辆、人员等更新状态，并通告工程现场人员；对供应商而言，主要负责跟踪车

辆更新状态，并上传配送数据给物资公司，另通告工程现场；对工程现场而言，根据未到货物资的更新

状态，调整交接物资安排，并负责跟踪物资验收效果。 

4.2. 物流过程监控优化建议 

运用 RFID 标识物资出厂身份：电力项目物资的管理，具有管理实效性与复杂性的业务特点，为保

障物资公司将供应计划下单后，供应商能够完全按照订单内容选择一致规格型号的物资设备，防范出厂

发货的物资设备存在任何程度的参数差异，以免影响正常的工程项目进度开展，对某些重大且经济价值

较高的物资，需要实现更为精细化的管理方式。例如，同是向同一家供应商两次采购配电变压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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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采购产品外观、物料编码一致，但其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技术参数。如果在物资出厂发货只凭设备外

观或者物料编码，可能会出现由于配送管理不当而发生的“串货”现象，即将两次采购的物资混淆配送，

轻则引起管理、业务过程的返工，重则可能会引起生产运行的重大事故。所以，本项目推荐采用 RFID
射频与物资唯一身份标识技术，实现与采购过程相匹配的精细化管理，保证在物资配送过程中，不出现

由于实物与采购不匹配而出现的“串货”现象。在“出厂清点”环节将通过 RFID 与实物识别技术实现

对配送物资的“实物”检查，保证物资与采购的匹配关系(详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RFID identification before equipment delivery 
图 1. 设备出厂前 RFID 识别实物示意图 

 

运用 RFID 标识防止配送“串货”：除了在供应商出厂发货前，实物与采购不匹配可能出现“串货”

现象，由于电力物资的复杂性，同时需要综合考虑运输成本等因素，不同批次采购的物资，在配送过程

需要统一进行运输配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业务现象。由于实物的外观相似性，即便出厂确定了相关物资

的合同匹配，在物资进行现场配送时也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发生“串货”的事件点。所以，本项目在物资

配送过程中也将通过 RFID 与唯一身份识别技术，保证物资出厂到现场的精细化管理。如下图所示的示

例中，在物资出厂时将对每一张“到货验收单”的所对应的“实物标识”进行记录，在现场验收时将再

次对出厂的信息进行匹配性验证，保证出厂到现场物资的一致性(详见图 2)。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RFID identification of delivered goods 
图 2. 配送到货 RFID 识别实物示意图 

4.3. 现场与物流服务协同优化提升机制建议 

物资专业与供应商协同管理：物资配送前，物资专业可通过大决策分析技术根据历史数据预测发货、

到货时间，并提供给供应商以便决策支持，从而加快供应计划下单–配送发货的响应速度，对临近预期

发货时间的订单，ECP2.0 和 PDA 平台为物资专业提供预警服务，由物资公司负责提醒供应商；对超时

发车的订单，ECP2.0 和 PDA 平台为物资专业提供预警服务，由物资公司负责供应商优先发车。 
物资专业与工程现场协同管理：物资配送时，物资专业利用物资系统数据库，连通通过 RFID 射频

识别技术实现物流全程的设备参数一致性监控，避免物流过程可能存在的“串货”现象。物资交接时，

物资专业协调工程现场、供应商，查验设备数量、包装外观、设备规格、型号等关键参数无误后，由供

应商进行安装调试；物资专业监督供应商如实填写到货交接单，对突发状况(设备损坏、设备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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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应急响应措施；电力项目物资完成交接验收后，运用物资系统数据库汇总处理实际物流数据，并传

送给 ECP2.0 平台进行记录与分析，作为历史数据积累的同时，也作为各单位物流服务管理提升的依据。 

5. 总结 

本文通过深入了解电力项目物资配送、现场交接验收的业务现状，理清影响直送现场物资供应业务

快速响应的运营痛点及原因，结合电力项目物资物流跟踪监控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挖掘当前电力项目物

资供应质效提升的关键要素，总结提炼出一套适用于直送现场物资供应业务的物流跟踪监控总体方案，

围绕物流资源、物流过程的维度，依托现代智慧供应链平台优势，融合工业互联网感知技术，从物资配

送至现场交接的过程进行跟踪监控，有效识别过程存在的潜在风险，全面掌控物流过程动态。同时，为

支撑物流资源及物流过程跟踪监控方案的落地执行，围绕现场管理、物流服务的维度，实行物资专业、

供应商、工程现场三方联动，明确各关联方在物流服务中所负责的管理职责，逐步形成现场与物流服务

协同优化提升机制，加强跨单位物流管理协同能力，从而推动直送现场物资供应服务质效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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