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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深入，国网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不断推进，对物资供应链运营管控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论文通过分析现代供应链发展特征，结合电力物资特点，研究原有物资管理业务开展过程中的不足，创新应用

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和供应链管理进行了综合集成，系统化地论述了技术和管理的

集成方法，系统介绍现代供应链管理与运营的实践，促进物资供应链运营管控能力与绩效创造能力进一步提升。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modern smart supply chain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the state grid corporation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materi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upply chai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materials, 

research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original	materials	manage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process,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ies such as mobile connectivity,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ere integrated, and the integration methods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wer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of moder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performance 

creation ability of material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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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日趋成熟，基于此类新技术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

展并广泛应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现代供应链”的新理念，明确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

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首次将供应链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务院首份供应链政策文件《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打造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

能化协作的智慧供应链体系”的工作要求。建设现代智慧供

应链体系是电网企业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动新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全面应用新技术，驱动传统供

应链转型，加快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势在必行。电网企业作为

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企业，其供应链安

全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数

智驱动能力有待增强。随着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深入

推进，对企业物资供应低碳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相关理论基础

2.1 供应链运营相关理论

2.1.1 供应链控制塔（SCM-Control Tower）理论
供应链控制塔理论最早由凯捷公司提出，认为供应链控

制塔是一个中心枢纽，具有所需的技术、组织和流程，以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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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和使用供应链数据，提供与战略目标相一致的短期和长期

决策的可见性。供应链控制塔通过整合供应链业务全量数

据，协同供应链端到端流程，监控和指导全链路业务，帮助

实现供应链快速响应及高效协同。作为一个指挥和控制中

枢，控制塔应具备统筹供需计划、客户服务及订单管理、过

程管理及分析、部署及运输等功能。

2.1.2 供应链体系结构和运作（CPFR）理论
供应链体系结构和运作（CPFR，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是于 1995 年由沃尔玛公

司和Waner Lambert公司提出的协同式供应链库存管理理论，

也叫协同规划、预测与补货。通过技术建模和应用处理，监

控供应链全盘合作过程，通过业务流程可视化、数据共享和

开放式管控，提高供应链整体可控性和可预测性，提高供应

链工作效率，减少库存积压 [1]。

2.2 “大、云、物、移、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近些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日趋成熟，基于此类新技术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

展并广泛应用，为现代（智慧）供应链的“智能”和“慧能”

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大、云、物、移、智”几项

技术既具有各自特点，又相互联系支撑，共同构成完整的现

代（智慧）供应链建设的技术支撑体系。其中，物联网技术

具有利用传感器自动实时采集数据的能力，移动互联具有现

场环境下数据采集录入传输的能力，二者共同为全供应链数

字化提供技术支撑；云计算技术具有基于网络发布与共享使

用服务资源的能力，移动互联具有移动便捷交互的能力，二

者共同为供应链网络化协同提供技术支撑；大数据技术具备

从海量数据中挖掘价值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对数据分

析结果进行归纳提炼、自我学习能力，二者共同为智能化运

营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3 电力物资特点和管理现状
3.1 电力物资特点

3.1.1 高准确性、可控性和及时性。
由于电力生产有着的独特性，其生产、供应、销售等环

节同时进行，同时由于电力产品难储存的特性，企业对物资

的可控性和及时性要更高，而且电力物资的质量严重影响着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

3.1.2 物资种类繁杂且专业性强。
电力物资种类繁杂，分类方法复杂多样，可根据供应厂

商、设备容量、设备功能及应用等不同方式分类。同时电力

物资专业性极强，不同专业之间物资特性相与应用场景差距

大，各类物资的运输方式和存储方法也各不相同 [2]。而电力

物资关联度极高，不同电力物资之间的匹配度、关联性、协

调性和兼容性都有较高要求。

3.2 电力物资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
物资辅助决策系统建成已近十年，大数据时代到来，原

有技术手段已经无法满足现今复杂业务及海量数据的分析

要求，面对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以及业务创新发展带来的更

多更高需求，技术上存在的先天不足，客观上已造成对业务

深化拓展应用的制约，需要进行全面改造升级。

3.2.1 系统层面
①数据接入。数据源接入能力不足，原有系统缺乏有效

的运维和扩容支撑，外部系统等新数据源已无法接入，新的

业务需求无法满足。

②技术架构。技术架构老旧，不具备数据实时处理、海

量数据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等能力，无法支撑最新的智

能化应用需求。

③分析工具。统计分析应用开发周期较长且分析手段单

一，无法快速满足业务数据处理及灵活分析要求。

3.2.2 业务层面
①统计分析。目前以报表和基础统计为主，缺乏预测分

析、起源分析等一系列高级应用。

②监控预警。各业务环节仅配备简单的预警方式，针对

异常事件不具备快速响应能力。

③智能决策。业务决策以人工经验为主，实现基于客观

量化数据为支撑的智慧决策较少。

4 电力物资供应链管理研究
4.1 智慧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

智慧供应链由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集成，精确阐

述了管理与技术的集成方法，为现代供应链管理理论与运营

实践提供了系统性指导，结合物资辅助决策系统的功能属性

和现状，拟通过对物资辅助决策系统进行重新构建的方式来

建设。同步，针对不同的业务功能，按照运营管理层、执行

层建立配套的运营机制，明确工作流程和管理机制。主要建

设方式如下：

①技术路线：依托全业务数据中心和先进分析工具，提

升系统计算能力、需求响应效率和数据挖掘分析能力。

②数据资源：按照统一数据模型，存量数据全部迁移、

清洗转换，增量数据按新标准接入。

③业务架构：梳理规整原有业务功能和新增业务需求，

按照专业条线和全供应链管理进行重新布局。

4.2 与传统供应链相比，智慧供应链具有以下优势：
①智慧供应链的兼容性更强。供应链的管理和运营者能

够高效兼容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多种高新技术。

②智慧供应链可视化程度更高。智慧供应链具备高可视

化展示功能，能更好的进行数据展示，同时采用移动化数据

访问，方便物资管理者及时、高效地进行决策。

③智慧供应链智能化程度更高。在高效兼容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等多种高新技术同时，智慧供应链针对人机交

互性、协调性考虑得更加系统、全面，以实现高智能化、人

性化的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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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智慧供应链将有更强的自愈性。“自愈性”就是智慧

供应链的“免疫系统”，指无需或少量人为干预的情况下，

能够自动将问题和缺陷从系统中隔离出来，保障系统恢复正

常运行状态，这也是智慧供应链最重要的特征。“自愈”采

用多链网互为备用模式设计，一旦供应链运行出现故障，根

据通过信息系统定位到故障企业，可以快速隔离故障企业或

将生产任务迅速转移到备用同类生产企业。从而确保供应链

运行可靠性、产品质量以及交付效率 [3]。 

5 电力物资智慧供应链管理实践
5.1 增强物资管理协同性

供应链因需而动，物资管理部门应围绕数据共享、成果

互利、合作双赢的原则，以全供应链为导向，打破各单位间

信息壁垒与管理隔阂，为各专业提供准确高效的数据支持和

工作支撑，实现与各专业端对端业务融合 [4]。

例如，将物资库存信息协同至项目设计环节，这样项目

设计就可以优先选用库存物资，提高了库存物资的周转率，

避免了部分重复采购、库存积压等问题。再比如将工程项目

信息与物资供应信息协同起来，这样一是使物资供应进度更

好地服务工程项目进度，二是使项目规模与物资采购规模相

适应，提高物资的精益管理。

5.2 运营分析实践
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对供应链需求的不断扩展要求企

业供应链采用新的准则以实现最高的绩效。随着全球市场形

势的不断变化和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这就需要通过最优的

供应链配置以实现供应与需求的同步。供应链运营分析几乎

适用于每个供应链流程，并跨越所有时间边界。分析可增强

供应链的快速响应能力，从而无需人员干预即可做出正确的

采购或库存管理决策，并且也帮助确定重复缺陷或重复延迟

交货的根本原因。总体来讲，受到云计算、大数据、认知计

算能力等技术进步的推动，数据分析能力的成熟度日益提

高。供应链决策也将变得更加智能化，先进的分析和建模技

术可以帮助决策制定者更好地分析极其复杂多变的风险和

制约因素 , 以评估各种备选方案 [5]。

5.3 基于物资智慧供应链的监控预警管理实践

5.3.1 基于物资智慧供应链的监控预警管理内涵
基于物资智慧供应链的监控预警业务具体划分为物资业

务监控预警和物资管理运营绩效监控，其中业务监控预警包

含对物资采购、物流供应、质量监督等物资全业务链的流转

情况进行监控，开展业务风险的事先防范预警，对异常处理

情况进行闭环跟踪，这部分注重时效性，依据相关规章制度

形成业务监控与推送规则，将预警信息实时推送相关管理账

号，定期就监控情况形成分析报告，对监控预警和推送规则

进行增加、修改、补充等优化迭代；运营绩效的监控则是对

业务运营指标、物资管理指标等进行监控，识别异常的指标。

这部分需要监控供应链的关键运营指标，定期形成运营绩效

报告，针对供应链运营情况，评价优化效果，对监控指标进

行增加、修改、补充等优化迭代。

5.3.2 基于物资智慧供应链的监控预警管理效益
实现了全流程可视监控预警。围绕供应链业务活动和全

量资源，实时查看物资从需求提报、到货验收、物资结算的

全流程状态，实现业务信息的贯通共享与全程可视。利用结

构与非结构化信息构建风险监控预警面模型，从关键节点、

重点流程阶段、全局资源三种视角出发，构建了“点 + 线 +

面”全维度监控。“点”即流程节点监控，实现实时监控从

需求计划、物资供应、到货验收、合同结算等供应链全流程

各节点时间，针对节点超期的进行预警；“线”即对环节总

时长监控，结合流程节点监控对各环节段时长进行监控，对

环节段时长超期的进行预警；“面”即对事件内容监控，对

容易引起业务风险的事件内容进行监控，针对风险事件进行

预警 [6]。

通过对业务流、实物流、资金流风险监控预警，实时监

控供应链全环节运转情况，实现关键节点事前提示看、核心

业务全面监控、重大风险实时预警、资源瓶颈提前预防、问

题事件闭环处理等。

6 结语
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对供应链需求的不断扩展要求企

业采用新的准则来实现最高的绩效。随着全球市场形势的不

断变化和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这就需要通过最优的供应链

配置实现供应与需求的实时同步。现代（智慧）供应链体系

是国网公司顺应“大、云、物、移、智”新技术发展的必然

选择。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企业发展已进入由

业务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的时代，论文从电力供应链管理现

状和特点出发，结合供应链管理理念和技术发展趋势，系统

化地论述了电力物资智慧供应链的技术和管理的集成方法，

系统性地介绍了现代供应链管理与运营重要的实践，促进物

资供应链运营管理能力与提质增效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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