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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响应推动国有企业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号召，电网企业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现代智慧供应链

运营中心建设初见成效，推动供应链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发展。本文结合世界一流企业评价体系研

究，分别从供应链运营分中心指标分析能力、量化评价能力两个方向实现供应链运营管理关键能力提升，

推动公司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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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omo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capacity, power grid enterprise, as the core enterprise in supply chain, has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mart supply chain operation center, driving the fu-
sion of supply chain business and digitiz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key capabilities of supply chai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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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n terms of KPI analysis capability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capability, promot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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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提出加强运营管理，提升精益运营能力。着力优化供应

链管理，持续提升采购的集约化、规范化、信息化、协同化水平[1]。电网企业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全

面对标国际一流企业运营管理水平，加快推动供应链运营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上海公司物资专业通过建设现代智慧供应链运营中心，以供应链运营工作的制度、流程和

规范为指导要求，利用成熟的 BI 可视化分析工具，打造了一套以数据底座为基础、场景丰富的 ESC 供

应链运营平台，针对供应链协同、智能采购、数字物流、全景质控、运营监督 5 大板块以及计划、招标、

合同、履约等 9 大专业的关键环节，提供统计分析、指标管控、预警监督功能服务，支撑运营分中心团

队开展日常监控、运营分析工作。依托两级部署的数据中台，省侧获取国网总部下发的业务数据，与省

侧业务数据关联后进行数据分析。 
电力公司供应链运营中心的高质量运营分析能力，能够为供应链管理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2]。本文

依托现代智慧供应链运营中心已建设的成果，关联数据中台中国网总部下发的业务数据，借助可视化分

析工具深挖物资业务数据价值，深化建设成果应用成效，全面提升供应链运营分中心的指标分析能力、

量化评价能力，充分发挥“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持续推动公司提质增效。 

2. 世界一流企业评价体系研究 

2.1. 世界一流创新企业评价体系 

基于“战略能力为引领，创新投入为保障，创新基础为根基，创新产出为支撑”的思路，以培育世界一

流创新企业为目标，构建“创新型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和“世界一流创新企业”评价指标体系[3]，
共选取战略管理、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4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和 23 个三级指标(见表 1)。 
 
Table 1. World-class innovation enterprise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世界一流创新企业评价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战略 
管理 

战略制定能力 对内外部风险和 
机会的感知能力 

企业战略能够清晰洞察外部环境， 
明确指出企业发展定位和策略的程度 

战略实施能力 
企业领导的创新倾向 企业领导对基础、前沿创新的支持程度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 企业生产所用核心技术中拥有自主产权的技术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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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创新 
基础 

研发条件 研发设备新度 研发设备固定资产的净值与原值的比值 

开放创新 
海外资产占比 企业境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海外员工占比 境外员工占企业全部员工总数的比重 

制度文化基础 容错文化 企业容错文化氛围浓厚程度 

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培养机制系统完备程度 

创新 
投入 

研发人员 

R&D 人员数量 企业全职的 R&D 人员数量 

R&D 人员占员工人数比重 企业全职的 R&D 人员数量占员工总人数的比重 

科学家占 R&D 人员比重 企业所聘用的全职和兼职科学家占 R&D 人员比重 

资金投入 

年度 R&D 经费总额 企业当年用于内部开展 R&D 活动的经费支出总额 

R&D 强度 企业研发经费总额占其营业收人的比重 

基础研发强度 基础性研究经费占企业研发经费总额的比重 

创新 
产出 

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企业当年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授权量占申请量比重 企业获得的授权发明专利数占申请数的比重 

国际标准的主导能力 参与制定本行业国际标准数量占国际标准新增数量的比重 

新产品收益 
新产品销售收入 企业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新产品活跃度系数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销售收入的比重 

财务能力 
资产回报率 本年度盈利除以总资产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 企业本年度营业收人增加额对上年营业收入总额的比率 

开放成果 海外营业收入占比 企业本年度境外业务营收占总营业收入比重 

品牌 品牌价值 本年度企业品牌价值估值 

2.2. 世界一流电网企业评价体系 

从电网公司发展质量、发展动力和发展效率三位一体的角度出发，构建世界一流电网企业评价指标

体系，南方电网提出了电网公司评价指标[4]，并在指标基础上设置科学评价方法，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支持。其中，体系认为发展质量是对现有成果的评价，发展效率是对现有发展质量与过去发展质量取

得增量的评价，而发展动力是对发展效率的未来持续性评价(见表 2)。世界一流电网评价分为两步，第一

步需要计算在章节世界一流电网企业评价体系指标中提到的三级指标的评价值，第二步需要通过三级指

标计算出具体评价数字。 
 
Table 2. World-class power grid enterprise evaluation system indicators 
表 2. 世界一流电网企业评价体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发展质量 
经营效益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利润增长率 % 

资产报酬率 % 

供电能力 各电压等级重过载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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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质量 

供电能力 
各电压等级 N-1 通过比率 % 

用户平均停电时间 h 

供电可靠性 

供电可靠率 % 

综合电压合格率 % 

单位资产售电量 亿 kW·h% 

资产质量 
报废资产净值率 % 

设备平均退役年限 年 

绿色效益 
可再生能源电量比率 % 

净资产收益率 % 

发展效率 

投资效率 
成本收益率 % 

资产负债率 % 

劳动效率 
人均产值 万元 

人均利润 万元 

发展动力 

投资动力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亿元营业收入有效专利拥有数 件 

创新动力 
技术投入比率 % 

信息化水平 / 

人才动力 
人才当量密度 / 

全员劳动生产率 % 

3. 供应链运营管理现状研究 

随着“巩固提升年”专项行动的持续推进以及供应链建设成果的深化应用，现阶段供应链运营团队

能力与现代智慧供应链运营中心建设仍面临以下相关问题： 

3.1. 运营团队指标分析能力弱 

目前运营团队各成员受限于工作经验、专业知识、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参差不一，导致关键指标分

析成果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包括指标分析范围缺漏、指标分析重点偏差、指标分析程度不到位等，在输

出高质量的分析报告上仍存在提升空间。 

3.2. 监控范围不足、数字化程度低 

目前公司建成的物资专业指标体系存在监控范围小、监控维度单一的问题，对部分关键指标暂未形

成有效的监控场景；部分已建设的物资专业指标场景监控深度不足导致数据监控浮于表面，运营团队无

法找到深层次的关键因子开展根因分析；在开展关键指标专项分析工作过程中，运营团队缺少数字化分

析模型、工具的支撑，制约了运营团队的工作质效。 

3.3. 缺乏专业的能力量化及评价标准 

供应链运营分中心未形成专业的能力量化及评价标准，供应链整体数字化转型成效、能力提升程度

“看不见”、“讲不准”，运营团队、管理层难以界定物资专业数字化转型成效，下一阶段运营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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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向的决策分析需要更加充分的数据支撑。 

4. 供应链运营管理提升方案设计 

针对运营团队指标分析能力弱、监控范围不足、数字化程度低、专业的能力量化及评价标准缺失等

问题，学习借鉴世界一流企业评价体系相关经验，供应链运营管理提升从两个方向进行，包括指标分析

能力提升及量化评价能力提升，实现供应链运营管理质效提升。 

4.1. 指标分析能力提升 

1) 在供应链运营中心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国网企业负责人监控指标”、“国网同业对标

指标”、“国网供应专业重点考核指标”开展指标分析工作，识别监控盲区，拓宽监控范围，聚焦关键

业务，挖掘关键因子，建立分析模型，提升专项指标分析能力。关键绩效指标分析能力提升方法主要包

括设计指标统计模型、构建指标分析模型、形成异动分析报告三个阶段，根据公司下发的指标说明进行

指标细化分解，识别算法公式、统计规则，并根据公司下发的最新说明进行算法更新。 
以“国网企业负责人监控指标”分析为例，首先根据现有指标将“国网同业对标指标”拆解为“采

购设备质量指数”、“物资检测能力指数”、“实物 ID 覆盖率”3 个二级指数，识别二级指数考核的业

务环节，设计对应的指标统计模型。通过建立上述指标监控模型，对计划、招标、合同、履约环节的关

键节点工作质效进行数字化评价。其次，基于指标统计模型开展分析工作，形成“采购设备质量指数”、

“物资检测能力指数”、“实物 ID 覆盖率”的分析模型，通过分析模块能快速识别异常数据、关键因子，

从项目单位、物料品类、项目类型等多视角进行根因分析、趋势分析。最后，从运营分中心视角对“国

网同业对标指标”开展异动分析工作，利用三级指标统计数据、二级指标分析结论，对一级指标形成异

动分析报告，识别业务痛点、能力短板，保证物资质量、提升物资供应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2) 依托数据中台相关业务数据，开展“物资供应计划完成率”、“合同签订及变更统计”、“合同

交货期偏差预警”等专项指标分析工作，加大监控力度、优化监控体系、识别坏点数据、定位业务瓶颈，

提升运营团队数据治理、指标分析能力。关键绩效指标分析能力提升方法是根据下发指标内容，构建“物

资供应计划完成率”、“合同签订及变更统计”、“合同交货期偏差预警”等指标分析模型，通过分析

模块能快速识别异常数据、关键因子，从项目单位、物料品类、项目类型等多视角进行动态监控，挖掘

问题指标的形成原因，以指标找问题，推进现代智慧供应链作业类场景应用更广、更深、更精。 

4.2. 量化评价能力提升 

量化评价能力提升包括供应链运营能力指标量化与综合评价能力提升、供应链数字化能力评价能力

提升、供应链作业类场景实用化量化评价能力提升、供应链运营中心场景建设管理及运维能力提升。其

能力提升的主要方法是根据供应链管控组下发的数字化能力说明进行细化分解，识别能力量化规则、评

价指标，并根据最新说明进行模型更新。 
以“供应链运营能力指标量化与综合评价能力提升”为例，基于现代智慧供应链“1 + 5 + N”能力

量化框架，识别计划、合同、履约等环节的未纳入量化框架的关键工作，设计“供应计划编制规范率”、

“到期投运单提交及时率”、“质量监督任务完成及时率”等多个能力量化模型，补充计划、合同、履

约等关键环节能力量化空白，以数字化方式量化业务能力。其次，对“1 + 5 + N”能力量化框架中的各

项指数权重进行优化调整，以及调整各量化模型在高效率指数、高效益指数、高质量指数、规范化指数、

智慧运营指数中的占比，增加量化框架可配置能力，提升指标量化与综合评价能力，紧跟业务监控焦点、

能力提升热点，客观、准确的评价供应链运营能力，为后续关键业务能力提升提供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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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供应链数字化运营目前所面临的相关问题，为全面提升供应链运营分中心的指标

分析能力、量化评价能力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推进公司战略在物资领域的落地实施，实现了

指标体系的全覆盖，同时为大型央企尤其是电网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运营管理关键能力提升方面提供参

考示范。供应链管理实践中所出产的数据量在迅速增长过程中，大数据分析在供应链中存留着非常大的

成长空间[5]。未来供应链运营在对关键绩效指标的分析上可以结合实际的业务需求已经最新的算法进行

深层次的数据挖掘，提升供应链运营效率，加快推动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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