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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随着工业物联网和工业 4.0 的兴起，钢铁制造业的生

产、物流和以及各类服务边界已模糊，其供应链的上下

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国务院在《中国制造

2025》也明确提出要制造业打造全流程的供应链协同体

系，明显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两化融合迈上新台阶。

但与此同时，钢铁制造业是一个传统领域，其市场、

生产、流通等领域的信息化程度普遍不高，钢铁制造产

业链上下游依旧各有难处，例如，在配送方面，存在着

资金周转以及风险把控能力弱等问题；在终端企业方面，

存在着供应商分散、融资困难、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对于核心制造企业，则缺乏对市场客户的需求感知和预

测，没能打造出基于市场需求驱动的供应链体系；对于

整个钢铁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来讲，还未能实现全流程

的市场需求感知预测、物流资源优化、产销衔接一体化

等钢铁制造业的全流程供应链协同生态体系。

因此，如何使得钢铁制造业上下游业务衔接畅通，

盘活整个供应链产业链条，振兴全产业链的产融关系；

如何基于仓储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数据服务等

在内的一系列服务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推动信息流、商

流、资金流、物流以及人员流等数据流合一，支持钢铁

行业实现产业链共享、供应链升级；如何整合产业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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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综合资源，实现全流程供应链的客户感知需求预测、

物流资源动态优化、产销衔接等功能，提高整个钢铁制

造业供应链协同效应，打造面向钢铁行业的供应链协同

新生态等等，这些都成为了当前摆在钢铁制造产业界急

需解决的难题。

2.基于大数据驱动的钢铁制造业全流程供应链协同

模式研究

（1）面向钢铁制造业的全流程供应链协同模式研究

从市场需求预测、金融支持、物流库存、信息共享

四方面，构建全流程供应链协同模式，通过全流程数据

协同带动四流在整个供应链内无障碍地协同共享，实现

同行业间的横向协同、上下游企业间的纵向协同、跨产

业跨行业间的协同。

①钢铁制造业供应链需求预测协同。通过对供应链

企业运营状态、特点以及影响需求变化的众多因素，进

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构建包含供应链的生产、产销协

同、物料需求、采购、销售等多个要素组成的协同服务

体系，减少供应链管理造成的不规则需求波动，使得供

应链总体供需保持平衡。

②钢铁制造业供应链金融资本协同。发挥供应链核

心企业地位和资金成本优势，从销售入手，依托自有仓

储，融合厂商银、质押融资、保理和代理采购等业务，

提高供应链金融风险管控能力，改善融资能力。

③钢铁制造业供应链仓储物流协同。构建供应链物

流库存协同体系，完成采购、生产、渠道、信息的整合，

对物流资源、库存节点管控协调。

④钢铁制造业供应链信息协同。对供应链内外部数

据，进行数据采集共享，为企业战略决策、生产优化、

营销服务分析、仓储物流优化、用户征信、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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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兑现率分析等方面的提供支持。

图1　钢铁制造业供应链协同关系

（2）全流程供应链协同的数据标准及数据源体系

研究

针对钢铁制造业全流程供应链协同的数据源体系，

从来源分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第一方数据、第二方数据、

第三方数据三种，以下逐个进行说明：

第一方数据：是指企业的自有数据，自有数据就是

数据库里面的企业产生的业务数据，此外，通过 RFID、

电子标签等非接触式的智能技术，获得视频监控、GPS

数据、设备数据、能耗数据、电子封条等数据。

第二方数据：实际上是供应链协同过程中合作方数

据，主要是指从钢铁上下游企业获取订单信息、原料信

息、销售信息等数据，以及物流、仓储环节相关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直接的合作关系、数据管理平台或者

第二方数据网络获得。

第三方数据：主要是指与业务背景和利益无较直接

关系的，且对业务有帮助的数据，第三方数据其实已经

是被加工过的结果而并不是采用统计手段获取的原始数

据。第三方数据的获取渠道比较多，可以通过采买方式，

例如运营商、金融、税务等，也可以通过网络爬虫，通

过关键词关联的方式爬取互联网上相关的数据信息。

3.面向钢铁制造业供应链协同生态的大数据全域

模型

针对钢铁制造业供应链全流程的协同生态体系需求，

构建基于客户需求感知的市场预测模型、全方位可视化

的智能生产物流一体化协同模型、制造业全流程供应链

产业全景关系图谱，对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进行重

构，实现同行业间的横向协同、上下游企业间的纵向协

同、跨产业跨行业间的协同。

（1）基于客户需求感知的市场预测模型

通过对全流程供应链协同模式的分析，使得整个供

应链终端用户需求得到满足，受市场需求驱动，所以供

应链企业协同合作需挖掘客户的真实需求。研究利用互

联网采集对供应链全流程中的客户进行个性化需求分析，

通过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行为偏好、正负面评价等数

据采集，实现对上下游客户群体进行分类画像，并根据

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实现对产品的个性化设计与精准

定位、客户精准画像、精准推送等，实现产品从生产到

交易的全流程精准化预测。此外，还可通过利用钢铁行

业领域内相关大数据，分市场销售区域实现对市场波动、

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等多源数据进行融合与分析，构建

面向个性化产品设计的供应链协同服务模式，挖掘细分

市场需求与发展趋势，为钢铁制造业企业开展个性化定

制提供决策支撑。

①基于人工智能与深度信用挖掘的供应链全流程客

户画像研究

供应链全流程客户画像是基于已知和未知客户需求

的基础上，通过客户的产业关系数据以及消费信息多方

面多渠道的进行客户画像刻画，寻找相关产品的潜在目

标客户，并利用供应链全客户画像数据为客户安排生产

计划。

图2　供应链全流程客户画像框架图

根据钢铁制造业供应链的业务需求，研究将用户

画像信息分成七类信息，分别是基本属性，资产负债信

息、信用信息、产品信息、渠道信息、交易信息、关联

信息。在钢铁制造业企业中传统的数据库或表格型数据

分析技术不满足大数据场景的应用，在大数据背景下，

企 业 可 以 通 过 本 单 词 计 数 技 术、TF-IDF 向 量 技 术 或

Word2vec 向量技术分析用户的文本信息，首先把文本

转换为向量，再把这些特征技术融合进精准营销场景，

最后对关键字去重分析结果的可解释性，即可满足文本

类型的特征提取。

②面向钢铁制造业供应链领域精准市场预测模型

研究

研究设计钢铁制造业供应链领域精准市场预测模型，

主要包括客户管理模型，客户群信用分析，产品可信赖

度，机构市场营销统计分析，客户贡献度分析，客户潜

在价值分析和客户活跃度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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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方位可视化的智能生产物流一体化协同模型

供应链可视化可以有效提高整条供应链的透明度和

可控性，降低供应链风险。研究基于全流程供应链协同

理念，构建全方位可视化供应链，其包括三个部分：订

单可视化，物流可视化以及库存可视化，可实现企业资

源优势互补，通过协同各参与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

物流及其它相关资源的整体性，增加行业客户的融合性

和参与性，创造行业价值最大化，提高整条供应链的透

明度和可控性，降低供应链风险。

图3　全方位生产物流可视化模型

订单可视化包括对订单执行的状态，包括订单预测、

订单确认、发货、收货、发票、付款等进行实时的监控，

对订单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与统计。订单可视化涉及了

订单发布、订单成交、定金支付、尾款支付、资源匹配、

货物交付、发票管理以及合同管理，这些状态数据将被

记录在可视化平台的数据库当中。

物流可视化包括对物流运输的全过程监控，包括对

车船位置的监控，对货物装卸状态的监控以及对物流运

输效率的分析与统计。物流可视化涉及了物流信息、物

流跟踪、运力交易、运单结算、配送调度以及运营中心

等内容。

库存可视化包括对现有库存量、在途库存量、缺货

量的实时监控，以及对库存缺货率、库存过量、库存不

足等状态的统计分析等。库存可视化涉及了库领管理、

供应商管理库存、客户管理库存、多地库存管理、库存

优化等内容。

（3）钢铁制造业全流程供应链产业全景关系图谱

为实现供应链协同在钢铁制造业产业链上各节点企

业协同运转，研究将核心企业、各级供应商、各级分销

商、终端客户联系在一起，通过在信息流、物流、资金

流上实现了供应链在供应、生产、需求方面的高效协同，

建设钢铁制造业供应链协同体系生态型圈层。

图4　钢铁制造业全流程供应链产业关系图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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