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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提高电网业扩类工程物资需求预测的基础上，优化业扩工程物资供应链全环节管理，建立业扩类工程物资供应链全环节关键节点
协同机制、响应执行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快速、准确地响应用户工程物资需求，保障用户工程建设物资供应，提升内部服务水平，降
低缺货造成的延误成本、资金占用成本，保障工程建设及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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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网业扩工程物资供应现状诊断与分析 
1.现状分析 

（1）在实施工程建设时，缺少权威机构进行相关工作的指导、
分配；在工程各个环节完工交接中，缺乏监察机制，对环节衔接问
题考虑不周，问题易出现纠纷。 

（2）供电企业对电力大客户业扩工程的管理还不完善，未对
每个大客户的业扩工程进行集约化的管理，使得工程较难区分和开
展。 

（3）电网业扩工程的精细化水平较低。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
电网业扩工程的经济管理工作需要进行细致化的分工。目前，电网
业扩工程的经济管理精细程度还不够。 

（4）各网省电力公司对业扩工程进行有效管理监控的主要措
施是项目管理，同时以相关工程信息分析的方式，进行跟踪。[5] 
2 电网业扩工程物资供应链全环节管理优化原则 

2.1 把服务理念作为核心 
在优化电网业扩工程物资供应链全环节管理过程中，结合电网

发展的新形势，把服务作为核心内容，把需求作为导向，主动和各
方进行对接，进而促进物资供应效率与质量的提高。 

2.2 对运作机制进行优化 
坚持一级平台运行，二级招标服务，三级智能保障，四级物资

供应的运作机制，注重基层方面的优化管理，进而有效提升供应链
的动力和活力，使物资管理水平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3 电网业扩工程物资供应链全环节管理优化策略 

3.1 需求传导体系建立 
结合政府对电网业扩类工程的规划和公司综合计划，以及全面

预算各专业项目储备和预计划项目，对重大电网业扩类工程的项目
早备案，实现物资计划和各项工作的“早预见”“早准备”。 
3.2 供应体系优化 

3.2.1 标准采购模式优化 
（1）集中批次采购。针对 35 千伏及以上业扩工程，物资部门

应主动介入业扩工程投资立项、项目管理等前端环节。在国网公司、
省公司集中批次的基础上，探讨建立电网业扩工程紧急申报通道的
可能性，缩短业扩工程物资采购周期，加快业扩工程物资采购的效
率。梳理常用物资，探讨建立储备定额、供应商寄售等方式的可能
性。（2）协议库存采购。针对电网业扩工程特点，增加业扩物资的
通用性及互换性；协同项目主管单位、设计单位等，研究电网业扩
工程物资成套采购及配送，提升电网业扩类工程的物资供应效率。
（3）电商化采购。梳理采购单价低、规格品种多、需求频次高、
数量无法准确预测的配件物资，构建电网业扩工程项目标准化配件
物料清单目录，采用超市化、电商化采购方式，以适应该类物资需
求频次高，市场供应充足的特点。 

3.2.2 模式执行策略优化 
针对电网业扩类物资供需的特性，对协议库存的实施策略进行

优化，进一步提升电网业扩类物资协议库存实施的时效性。 
（1）优化协议库存物资需求预测方案。项目单位提前两个月，

根据审批项目的情况，预测可能使用的物资类别，提报物资公司。
根据预测需求量，决定协议库存，启动新一轮招标的执行比例点。
（2）梳理优化协议库存采购物资的周期。按照供应商选择，分别
梳理各类物资生产周期、运输周期，供前端采购申请提报环节参考。
（3）优化协议库存衔接流程。缩短前后两批协议库存物资的生效

周期，对总金额小、需求规模不稳定的协议库存物资，可提前启动
下一批协议库存物资招标。 

3.2.3 供需协同标准 
1.建立“通用物料”与“通用设计”联动机制，优化设备选型，

提高设计效率。2.提升电网业扩配套工程建设质量和速度综合分析
地域特性，形成各地区通用物料目录，推进电网业扩配套工程建设
质量和速度的提升。3.推动供应商产品线整合在通用化的基础上，
提升配套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4.开展标准化工作推广成套理
念，对由多个物资拼接组合的成套设备，开展标准化工作。招标阶
段按组合方案分标分包，开展成套采购，在履约阶段快速匹配，实
现成套配送。 
四、机制建设 
4.1 策略制定与优化流程 

1.制定基础管理要求和管理策略的流程 
明确流程的主要参与者，为管理决策者；输出成果，为各项管

理要求和管理策略。 
2.建立策略持续改进的闭环反馈流程 
以季度为周期，全面制定协同优化策略→落实策略推进→全面

检视策略执行情况→进行策略优化提升，以保障协同优化机制策略
的实施效果。 
4.2 日常业务监控与协调流程 

1.明确日常业务工作开展和具体作业流程 
明确流程的主要参与者，为业务操作者，输出成果，为按各环

节流程定义的业务数据和结果。 
2.对业务处理和协调标准时间进行约束 
通过建立各业务模式下的日常业务监控点、方法，以及常态化

协调实施方案，对物资供应日常业务全环节处理和协调情况进行全
方位监控。 
4.3 异常预警反馈与协调流程 

1.制定各项异常业务处理步骤和要求的流程制定各项异常业务
处理步骤和要求的流程，明确流程的参与者，同等包括管理决策者
和业务操作者，输出成果，为业务结果及异常业务分析报告。2.建
立持续改进的闭环反馈流程以异常（预警）出现为起点，根据 PDCA
（计划—执行—反馈—实施）理论，建立持续改进的闭环反馈流程，
以保障协同优化机制异常情况预警和处理机制的实施效果及切实
收益。 
5 结语 

优化电网业扩工程物资供应链全环节管理，不仅可以提升物资
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还可以保证工程建设稳定进行。企业需要结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业扩工程物资供应链全环节管理体系进行不
断完善和优化，进而保证采购的规范和精益、供应的准确和及时、
设备的可靠和安全、管理的高效和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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