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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了解工程现场服务业务现状，识别分析影响物资现场服务效能的痛点，结合工程物资快速响应

的需求，挖掘能够提升物资现场服务效能的全环节要素，提炼出物资现场服务效能提升的实施路径，从

而形成科学高效的工程物资现场服务效能提升的方案，围绕组织协同、数据协同、生产协同、配送协同、

到货协同等关键环节，设计专项优化建议以提高工程物资供应质效，推动链上企业数字化交互贯通，促

使供应链关键环节生产要素再优化，提升全链条供应保障运营效率效益，实现工程物资快速响应的总体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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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the pain point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material site servic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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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ineering site service business. Combine with the de-
mand of rapid respons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the paper excavates the whole link elements 
that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terial site service, and refin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material site service, so as to form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project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material site service, which focus on the key links such as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data collaboration, production collaboration, distribution collaboration and arrival 
collaboration, special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material supply, promote the digital interac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chain, pro-
mote the re-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key links of the supply chain, improve the oper-
ational efficiency and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chain supply guarantee, and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rapid respons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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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国网物资部在《国网物资部专题发言》中着力提出“全力保障物资供应”的发展新目标，

提出“要对重点工程物资供应实施清单式管理，发挥资源分级统筹调配优势，提前化解产能、运能冲突

及关键组部件断链风险”以及“开展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再提升专项行动，拓展物力资源池，接入供应商

库存，与大型物流集团合作，提升物资响应及时性和敏捷性”的新要求。这意味着，在国网物资专业全

面建设现代智慧供应链的快速成长阶段，为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势必聚焦物资供应服务优化提升工作，

消除阻碍工程现场物资服务效能提升的影响作用，并统筹规划供应商产能、工程物资存储、物流配送运

输等物资供应环节，高效沟通供应商、物流公司等链上企业，以对全年重点电力工程项目提供物资供应

服务支撑，进一步强化对工程项目现场物资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1] [2] [3]。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作为国网公司重要的核心单位，始终坚持落实国网公司

全力保障物资供应的战略部署，持续对工程物资供应效能开展深入研究，并近期发布《国网上海市电力

公司“实物管理提升年”专项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加强物资运输在线管控，实现配送计划、运输路径

和物流状态的全程可视，全面应用 ELP、省公司自有 TMS 等加强“厂到站”的一程运输状态在线监控。

这标志着上海公司以服务工程现场物资供应效能提升为主要目标，借助上海公司现有系统基础开发物流

过程跟踪监控设计，强化工程物资现场服务的配送管理能力，从而推动工程物资需求快速响应，保障工

程现场进度按期或提前完成[4] [5] [6]。 
本文落实国网公司、上海公司加快工程物资需求快速响应的相关要求，通过工程物资现场服务现状

研究，深入全面了解工程物资供应现场的全过程和各主体单位，梳理各主体单位在物资供应过程中所负

责的业务边界、对接点和流程前后端内在联系，分析出当前影响工程物资现场服务效能的堵点、难点、

痛点，为提升物资供应快速响应效率、推动链上企业数据贯通提供基础支撑。通过研究分析，基于物资

供应质效不足之处，提炼出工程物资供应快速响应的提升方向，进一步形成科学有效的工程物资现场服

务效能提升方案，设计出重点专项优化建议，促使物资供应链各环节生产要素再优化，提升供应链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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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保障运营效率效益，助力电工装备链上企业数据交互贯通。 

2. 理论和案例研究 

2.1. 快速响应理论研究 

供应链管理把供应商、生产厂商、分销商、零售商等作为一个整体，并对之优化，使企业与相关企

业形成了一个融会贯通的网络整体。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总体上可划分为成本型、可靠型、快速响应型和

智慧型四个阶段(详见图 1)。其中，成本型供应链具有面向最小化成本的供应链计划、注重降低浪费和成

本压缩、上下游协调降低链上总成本等特征；可靠型供应链在关注成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要素，具

有关注准时交货率、缺货率、强调链上各节点的订单完成能力、供应链风险防范能力等特征；快速响应

型供应链在保障型供应链的基础上，增加了效率要素，具有快速反应变化的需求、业务流程重组、信息

共享、精准预测、精益生产与供应、通过联合计划、预测与补货的供应链协同管理等特征；智慧型供应

链是是未来供应链发展的趋势，主要是在管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应用与融合[7] [8]。 
 

 
Figure 1.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stage 
图 1. 供应链发展阶段 

2.2. 雅戈尔服装供应链快速响应案例 

雅戈尔拥有亚洲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然而规模最大的雅戈尔，却没有最大的利润空间。因为生产

不能跟上变化迅速的市场，每一次换季，积压在雅戈尔全国各地卖场里的西服、衬衫就要打折压价出售。

公司通过以下手段实现供应链快速响应：一是确保供应链畅通。建立一个公共的信息系统平台，使供应

链上的每个企业都能按权限知道最终用户和各级用户的实时需求信息；二是准确把握需求。公司与供应

链所有节点企业建立协同预测机制，提高预测的精度，做到按需生产，按需供应；三是增强市场反应能

力。适应顾客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建立起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经营体制；四是实行延迟

制造。个性化需求的趋势要求制造业必须进行业务流程再设计，采用产品多样化战略。 

2.3. 理论案例研究小结 

通过对快速响应理论和案例的解读，了解到供应链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趋势，结合上海公司加快落供

应链转型提升的新要求，可知未来物资供应服务电力工程不仅承接快速响应供应链的特点和优势，还要

充分融合数字化技术理念，在工程物资现场供应业务的重点环节采用数字化技术用以激活业务数据价值，

并实现业务流程前后端的数据贯通，促进业务相关单位之间的协同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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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临的挑战及痛点 

通过前期调研，本文深入电力工程物资现场服务与管理业务，已提炼出对电力工程物资现场服务效

能提升具有较大影响作用的痛点。具体痛点如下。 

3.1. 工程物资采购供需特性需有待分析 

一是部分需求物料号提报不准确，导致交付物料与需求不匹配；二是部分需求物料数量不准确，按

照需求计划进行供货可能发生缺货；三是部分具有地域性需求特点的物资特殊参数在招标中未有体现；

四是物资侧未介入规划前期设计阶段；五是部分物资设计环节对现场需求的考虑不周，设计数量不足。

因此，应开展工程物资采购供需特性分析，区分采购物资需求特性，匹配合适的采购供应模式。 

3.2. 供需信息沟通不畅导致供应商产能不稳定 

目前供应商收到供应订单后组织生产制造设备，但是生产制造过程所产生的数据仅在供应商内部流

通，物资专业难以跟踪监控，对产能不足等突发情况不能有效掌握；同时，供应商直到收到发货通知书

才得知项目单位联系人信息及送货数量、送货时间，此时安排生产往往造成交货延迟。因此，应借助物

资专业管理系统的强大平台优势，连通供应商生产制造系统的数据，并进行跟踪监控其变化，避免产能

不足、设备故障等情况导致配送延期。 

3.3. 远距离供货难以跟踪监控工程物资状态 

在物资配送运输环节，主要问题表现为部分供应商对于远距离异地供货的服务积极性不高，服务质量

难以保障。主要原因在于：物资专业未对超出供应商供货范围的配送路径进行跟踪监控。因此，应在配送

车辆加载 GPS 定位感知设备，物资专业实时监控配送路径动态，从而监督供应商远距离供货的服务质量。 

3.4. 到货物资技术参数一致性有待保障 

在物资现场交货环节，缺少责任认定和考核制度，相关方职责履行不够到位；同时缺少系统性的针对

“串货”情况的应对处理措施，导致部分“串货”情况出现后，物资供应难有保障，例如对于经济价值较

高的变压器、开关柜等，因到货前“串货”造成对施工进度的影响。因此，为避免供应商服务及供应物资

质量带来的潜在风险，应加强到货协同管控力度，可通过 RFID 射频技术标识物资，保障参数一致性。 
综上所述，工程物资现场供应服务应符合电网供应链发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电网供应链物流

服务发展趋势及挑战研究的结论，研究有效提升电力工程物资现场管理与服务的实施路径，强化工程物

资供应服务所应具备的协同管理能力，构建一套适用于物资供应链的电力工程物资现场服务效能提升方

案，围绕组织、数据、采购、生产、配送、到货等工程物资现场服务的重点环节，明确各关联方在物流

服务中所负责的管理边界以及对接点，加强跨单位物流管理协同能力，推动物资供应服务协同管理能力

升级，通过设计专项优化建议以提高工程物资供应质效，推动链上企业数字化交互贯通，促使供应链各

环节生产要素再优化，提升全链条供应保障运营效率效益。 

4. 搭建方案框架设计 

根据方案的设计思路，明确电力工程物资现场服务效能提升及专项优化的预期目标，围绕组织协同、数

据协同、生产协同、配送协同、到货协同等关键环节，将数字化技术融入现场服务场景，并设计专项优化建

议以提高工程物资供应质效，推动链上企业数字化交互贯通，促使供应链各环节生产要素再优化，提升全链

条供应保障运营效率效益，从而实现工程物资快速响应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框架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 
构建物资采购与供应模式策略体系，围绕采购协同的维度，参照工程物资采购供需特性需有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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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点，应在物资计划采购阶段对工程物资供需特性进行研究分析，根据电力项目类型物资需求特点，

分析物资响应需求切入点和响应时间要求，将现阶段电力项目物资按相应需求酌情分类，并设置适配的

响应时间，逐步形成物资采购与供应模式策略体系，为各种类型电力工程项目提供较为匹配的物资，进

一步确保所需工程物资快速送达项目现场，保障电力工程项目如期或提前完成。 
构建物资服务流程跟踪监控体系，参照供需信息沟通不畅导致供应商产能不稳定的痛点，应通过电

子商务平台(ECP)、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EIP)等主动对接供应商生产系统与监造平台，实时跟踪生产备

料、排产计划、制造进度、试验测试等信息；参照远距离供货难以跟踪监控工程物资状态的痛点，应融

合工业互联网技术经验，聚焦配送发货、现场到货等物流活动的设备数据和信息，通过 GPS 定位技术实

现全天候监控运输车辆路线和定位，对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并通告相关单位，并参照到货物资技术参数一

致性有待保障的痛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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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从生产至到

货过程存在的“串货”现象。 
构建物资现场服务协同支撑机制，围绕组织协同、数据协同的维度，设计出物资现场服务协同支撑

机制，充分发挥物资专业“链主”引领作用，统筹联动供应商、工程现场相关责任单位，以全程协同服

务为研究对象，借助业务平台的优势，对电力工程物资现场服务各阶段提供精准数据分析支撑，实现现

场服务协同优化提升。 

5. 设计专项优化建议 

上海公司开展电力工程物资现场服务效能提升方案研究，以快速响应各类工程物资采购需求，从组

织协同、数据协同、生产协同、配送协同、到货协同等方面实现供应组织与施工建设的协同管控，将数

字化技术融入现场服务场景，并设计专项优化建议以提高工程物资供应质效。具体专项优化建议如下： 

5.1. 构建物资采购与供应模式策略体系 

基于供需特性分析的物资分类分析：基于供需特性特点对工程物资进行分类，按照需求响应要求(即
“需求期”)与供应响应现状(即“供应导期”)的关系，将工程物资分为短板物资、临界物资和充裕物资(详
见图 2)。其中，短板物资是指需求期短于最短供应导期，在常规采购供应情况下，不能满足需求的物资；

临界物资是指在大部分情况下，需求期介于最短导期和最短导期之间，在常规采购供应情况下，满足需 
 

 
Figure 2. Classification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based on supply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图 2. 基于供需特性的工程物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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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的物资；充裕物资是指需求期长于最长供应导期，即在一般通过常规采购供应就

可以满足需求。 
物资供需关系优化策略：通过分析各类物资造成当前供需现状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通过供需时

间匹配、管理机制优化等策略，优化物资供需关系，促使短板物资、临界物资向充裕物资转变。一是供

需时间匹配优化。通过强化对需求侧的有效管理，明确需求提报要求和提前期标准，需求提报提前期增

加。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化推进和业务流程的优化，物资需求的提前期增加；二是管理机制优化。基于

时间建立和优化快速响应机制，获得物资供应工作在时间上的竞争优势。包括需求预测机制、计划协同

机制、信息协同机制、联合和协同储备机制等。 

5.2. 构建物资服务流程跟踪监控体系 

生产协同优化建议：上海公司与供应商建立信息协同机制，物资供应部门根据工程进度和物资供应

计划，建立合同履约跟踪电子台账，通过电子商务平台(ECP)、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EIP)等主动对接供

应商生产系统与监造平台，实时交互生产备料、排产计划、制造进度、试验测试等信息。当生产进度出

现偏差时，及时提醒并协调解决。物资供应部门还可通过生产巡查、驻厂监造等多种方式，掌握供应商

排产计划执行情况，协调供应商在电子商务平台(ECP)上及时、准确地维护生产进度。 
配送协同优化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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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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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加强配送车辆运输

过程的监控力度，物资公司应协同工程现场单位，运用平台优势连接加载在配送车辆的 GPS 感知装置，

实时感知和监控车辆位置，并将监控结果通知物资公司、工程现场，促使两家单位负责人员较为准确把

握到货时间以做好交接准备，形成配送车辆运输精细化管理模式。 
到货协同优化建议：利用实物 ID 及移动终端等技术手段，完成物资供应业务线上核实流转，简化物

资供应管理的业务操作，以实物 ID 为媒介实现全链数据贯通，实现物流和信息流的融合协同。 

5.3. 构建物资现场服务协同支撑机制 

组织协同优化建议：加强物资供应链内部协同，提早介入项目储备、工程前期管理，超前预测物资

采购需求；优化采购策略，实施协议库存、超市化等采购方式，满足复杂多变的物资供应需要；强化履

约评价与供应商关系管理、招标采购联动，形成供应链内部合力。加强与“五大”专业协同，加强物资

管理与生产、基建、营销等各级专业部门沟通，消除信息“孤岛”，提高工作效率。 
数据协同优化建议：确保第一时间将需要数据的人员和发布数据的来源进行及时的连通，能够将真

正有价值的数据进行快速的传递。同时，帮助线下的人员之间的联系在系统内更加透明与及时。具体的

实现思路是对设定数据协同平台，协同平台上对不同业务人员需要了解的数据采用“消息订阅”的方式

进行主动订阅。 

6. 总结 

本文通过深入全面了解工程现场服务重要环节的业务现状，识别分析影响物资现场服务效能的痛点，

借鉴先进理论和典型案例，结合工程物资快速响应、服务转型的需求，挖掘能够提升物资现场服务效能

的全环节要素，提炼出物资现场服务效能提升的实施路径，从而形成科学高效的工程物资现场服务效能

提升的方案，围绕组织协同、数据协同、生产协同、配送协同、到货协同等关键环节，设计专项优化建

议以提高工程物资供应质效，推动链上企业数字化交互贯通，促使供应链关键环节生产要素再优化，提

升全链条供应保障运营效率效益，实现工程物资快速响应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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