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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7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浙江大学、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浪潮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国能(北京)商务网络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

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

司、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陕煤集

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山重建机有限公司、新疆汇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蒲惠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纳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法士

特汽车传动有限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睿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安徽

黄山恒久链传动有限公司、四川德恩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浦江伯虎链条股份有限公司、卡奥斯工

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宁波市企业数字化促进会、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马衡器

有限公司、锱云(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巴瓦峰(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融和互联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泉新电气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君、窦克勤、范美华、蒋明炜、王文博、钱涛、陈枫、肖雪、杨艳丽、徐勇烈、蒋翠翠、

林云志、邱国华、洪文明、王柏村、李勇、徐顺怡、赵振江、梅涛、胡浩、王腾飞、刘波涛、巩书凯、宋世杰、
张旭、张强、冷友斌、胡江洪、何小龙、王克飞、冀建光、冷志斌、李广民、严鉴铂、刘付灿、冯海龙、谢磊、
陈录城、严健、黎兴宝、程维国、谢龙德、郑小根、胡亚东、陈伟、胡洋、仙运昌、任涛林、陈军涛、唐权斌、
周欣、张澄宇、蒋领伟、陈小军、刘飞、任延超、金涛、杨雪、陈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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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未来的产业竞争不仅是个体企业间的竞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间的竞争。当前,传统的供应链管

理模式存在供应链各节点能力不均衡、冗余业务环节多、需求可预见性差、生产柔性不足、供应链全过程

追溯难、产供销协同存在壁垒等痛点问题,已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和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市

场需求。在此背景下,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方法,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优化改善

现有供应链业务,成为了企业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共同选择。
本文件围绕供应链策划、角色分工、业务运作、数据开发、技术应用等不同角度,系统给出企业应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供应链计划、执行、控制和优化的方法指南和指导建议,是引导企业开展供应链数

字化管理的一个基础性、综合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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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原则,提供了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主要视图和供应链体系设计指

南,以及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活动、供应链风险预测与处置、供应链绩效监测与优化的指导和建议,描述了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开展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管理,并为从事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咨询和技术服

务的第三方机构、科研院所等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3000—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3000—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应链 supplychain
在生产及流通活动中,从原料采购开始,到制成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直至由物流网络将产品和服务

提供给最终客户的流程,是由供应商、制造商、服务商、经销商以及客户(消费者)等多个主体形成的网链

结构。
[来源:GB/T25103—2010,3.1.1,有修改]

3.2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 digitalmanagementofsupplychain
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环境下,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方法,以价值创造为导向、

以数据为驱动,对供应链中从最初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整个业务流程进行计划、执行、控制和优

化,并对供应链中涉及的跨企业、跨产业、跨地域运作的业务流、资金流、物流、数据流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与运作管理的活动和过程。

3.3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 supplychaindigitalmanagementplatform
企业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支撑供应链计划、执行、控制和优化的数字化设备、软硬件工具和业务

系统的总称。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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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V:无人搬运车(AutomatedGuidedVehicle)

APP:应用程序(Application)

CRM: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

ERP: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

GI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

MES: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

PaaS:平台即服务(PlatformasaService)

SCP:供应链计划(SupplyChainPlanning)

SRM:供应商关系管理(SupplierRelationshipManagement)

TMS:运输管理系统(TranspotationManagementSystem)

WMS:仓库管理系统(WarehouseManagementSystem)

5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原则

5.1 数据驱动

遵循数据从产生、管理、分析到应用的通用路径,全面采集、处理、传递、存储供应链上下游关键环节

数据,通过建模分析最大限度挖掘数据价值,为供应链业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供应链可全程追溯、

可实时响应、可精准预测,提升供应链管理透明化和智能化水平。

5.2 业务连续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链接供应链上下游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实现计划、采购、生产、交付、服务等业务

活动全流程对接和端到端集成,及时、有效地感知、评估与应对供应链潜在波动和风险,以保障供应链整

体业务连续性和稳定性。

5.3 供需平衡

基于多元化、个性化客户需求的及时获取和精准预测,有效调整并改善供应链计划、采购、生产、交

付、服务等业务管理活动,通过业务流、资金流、物流、数据流的高效协同,实现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环

境下的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精准对接,以及供应链系统整体的动态平衡。

5.4 开放生态

以打造共创、共利、共赢、共享的供应链开放生态为目标,构建供应商、制造商、服务商、经销商以及

客户(消费者)等不同主体组成的动态生态体系,深化多主体间资源、能力和业务的协同,实现多方共赢、

机会共生和价值共创,促进供应链生态体系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6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主要视图

6.1 概述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主要视图指导企业及其供应链上下游相关方协同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实

现供应链业务流、资金流、物流与数据流的整体规划和协调运作,主要包括:

a) 战略视图:重点面向企业决策层,给出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战略意图,包括战略方向、战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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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及其绩效指标;

b) 角色视图:重点面向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给出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涉及的主要主体;

c) 业务视图:重点面向企业管理层,给出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

d) 数据视图:重点面向企业及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发服务商,给出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相关

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

e) 技术视图:重点面向企业及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发服务商,给出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需

的关键技术。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主要视图见图1。

图1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主要视图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五个视图相互配套、密切关联。战略视图指导了角色视图中相关主体执行业

务视图中的业务活动;角色视图中相关主体在业务视图中的业务活动是战略视图的具体反映与实现;业

务视图为技术视图提供了应用需求,并生成了数据视图所需的输入;数据视图中的数据开发过程由角色

视图中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并应用于业务视图中的业务活动;技术视图的关键技术用于支持角色视图中

相关主体在业务视图中的业务活动;技术视图与数据视图相互关联,共同支撑角色视图中相关主体在业

务视图中的业务活动,以实现战略视图中的战略意图。

6.2 战略视图

从战略视图出发,企业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宜聚焦供应链整体战略方向,明确供应链战略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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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具体绩效指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a) 明确战略方向:建立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竞争优势,是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最终诉求和价

值体现;

b) 制定战略目标:包括供应链运行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价值创造、模式创新等,是供应链数字化

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c) 形成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及其供应链合作伙伴的订单响应周期、订单交付周期、订单

完全执行率、运营成本、库存周转率、资本收益率、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新模式普及率等量

化指标,是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水平与成效的具体体现和衡量指标。

6.3 角色视图

从角色视图出发,企业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涉及的关键主体,包括但不限于:

a) 供应商:向制造商等主体供应原材料、设备、能源等各种制造资源的主体;

b) 制造商:根据市场需求,利用制造资源生产并输出产品和服务的主体;

c) 服务商:为供应链运营提供物流仓储、平台开发、管理咨询、数据挖掘等外协性、支持性服务的

主体;

d) 经销商:向客户销售并交付产品及服务的主体;

e) 客户(消费者):最终接受并使用产品及服务的主体。

6.4 业务视图

从业务视图出发,企业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涉及的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计划:围绕市场需求,分配资源和能力,规划采购、生产、交付、服务等业务活动;

b) 采购:设计企业供应资源网络布局,寻找并管理供应商,获取必要的原料、配件和服务;

c) 生产:调用人、机、料、法、环等资源执行生产任务计划,生成产品及服务;

d) 交付:调用仓储和运输等物流资源开展产品发运与配送,面向客户组织订单交付;

e) 服务:响应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产品运维、回收和升级等售后服务与支持。

6.5 数据视图

从数据视图出发,企业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涉及的相关数据资源的开发应用过程,包括但不

限于:

a) 业务理解:分析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涉及的业务活动,根据业务场景明确数据开发应用需求;

b) 数据理解:采集、识别、汇聚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相关原始数据,检验数据完整性和质量;

c) 数据准备: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数据清洗、格式化处理,形成可计算、可分析的数据;

d) 数据建模:基于供应链运行的业务规则、运筹算法和机理知识等,开发供应链数据模型;

e) 模型评估:从业务适宜性和算法科学性角度评价审核供应链数据模型,将适宜的模型分类集成

至供应链数据模型库;

f) 模型部署:基于业务场景按需部署调用数据模型,基于模型开展供应链业务的分析、描述、优化

和预测。

6.6 技术视图

从技术视图出发,企业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但不限于:

a) 供应链的操作执行技术,主要用于实现采购、生产、交付、服务等业务活动的执行和操控,如,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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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器人、数控机床、自动化产线、AGV、自动化仓库等;

b) 供应链的感知互联技术,主要用于联通相关业务环节、感知相关资产与产品状态,如,标识解

析、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工业以太网等;

c) 供应链的业务管理技术,主要用于实现计划、采购、生产、交付、服务等业务活动的调度、管控和

监测,如:SCP、SRM、WMS、TMS、CRM等;

d) 供应链的分析建模技术,主要用于实现供应链动态仿真、柔性计划和预测性分析,如,大数据、

人工智能、GIS、云计算、仿真建模技术等;

e) 供应链的安全可信技术,主要用于提升供应链的信息安全防护与可信水平,如,区块链技术、加
密算法技术、访问控制技术、入侵检测技术、云安全技术等。

7 供应链体系设计

7.1 供应链战略策划

企业宜结合6.2所述的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战略视图,以构建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竞争优势

为目标,及时获取并整合影响供应链战略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构建市场分析模型和供应链战略决策模

型,基于模型制定与企业整体战略相匹配的供应链战略目标及其绩效指标。供应链战略策划需考虑的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如,产业、外贸、关税等相关政策导向,商务流通、产品质量、税收融资等相

关法律法规,宏观经济态势等;

b) 技术发展趋势,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现状及

其对供应链运行的赋能作用;

c) 行业竞争态势,如,行业总体需求、合作伙伴的供给和购买能力、现有和潜在竞争对手现状、相

关替代产品的威胁、行业标杆水平等;

d) 企业供应链管理现状,如,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组织架构、人员分工、业务流程;

e) 企业供应链能力现状,如,企业生产能力、品质管控能力、成本管控能力、仓储物流能力等。

7.2 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

企业宜围绕供应链战略,结合6.3所述的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角色视图,选择适宜的供应商、制造

商、服务商、经销商、客户等供应链合作伙伴,并与之建立数字化连接。合作伙伴选择需考虑的因素包括

但不限于:

a) 合作伙伴的战略价值,如,战略一致性、增长潜能、品牌影响力、与现有合作伙伴的兼容性等;

b) 合作伙伴的商业价值,如,产品或服务定价、合作盈利性、合作成本等;

c) 合作伙伴的合作意愿,如,可信赖水平、信息共享开放性和透明性、共担风险的意愿等;

d) 合作伙伴的基础能力,如,财务水平、人才储备、生产能力、物流运力等;

e) 合作伙伴的数字化水平,如,产供销一体化水平、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跨企业业务协同和

数据集成能力等。

7.3 供应链网络结构设计

企业宜根据供应链战略,依据自身在供应链体系中的定位,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与合作伙

伴共同进行供应链网络结构规划和调整,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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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供应链网络结构选择:结合自身需求和行业特点,构建供应链网络规划模型,基于模型选择适

宜的供应链网络结构,如,供应链链状模型、供应链网状模型、虚拟企业等;

b) 供应链网络节点布局:综合分析客户需求、现有合作伙伴布局和能力、物流资源和成本等数据,

结合供应链的网络结构,构建选址模型,基于模型进行供应链网络节点的规划、模拟和决策,确
定原材料供应基地、生产制造工厂、仓储转运点和销售点等供应链基础设施地址;

c) 供应链网络能力配置和部署:综合分析客户需求、供应能力等数据,结合供应链的网络节点布

局,构建供应链能力分配模型,在不同供应链节点之间分配各类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能力、仓储

能力、运输能力、服务能力等;

d) 供应链网络优化调整:根据内外部环境波动和供应链战略调整情况,基于供应链网络优化模型

进行供应链网络韧性评估、履行周期和成本评估,寻求优化方案,调整优化供应链网络结构。

7.4 供应链运行规则制定

企业宜根据供应链战略和供应链网络结构,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共同约定适宜的供应链运行的基本

规则,包括但不限于:

a) 协同运作机制:建立跨部门、跨企业的供应链上下游关键业务活动端到端协同运作机制,明确

供应链计划、采购、生产、交付、服务等关键业务流程和运行规则;

b) 信息交互方式:确定需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交互的必要的供应链信息,建立供应链上下游数据的

对接渠道和传输标准,提高供应链数据交换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

c) 交易认证方式:基于移动APP、电子合同、视频远程验收、区块链记账等方式,建立供应链上下

游交易认证和和资金结算机制;

d) 异常处理和风险应对机制:建立供应链业务异常和风险的自动识别规则、预警机制和处理预

案,规避和减轻供应链系统性风险损失。

8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活动

8.1 供应链业务数字化管理

8.1.1 概述

企业应结合6.4所述的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业务视图,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计划、采
购、生产、交付和服务等业务活动的数字化管理,主要包括:供应链计划与预测优化、多元化寻源与采购、

柔性化生产管理、订单精准交付、数字化客户服务等。

8.1.2 供应链计划与预测优化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采购计划、生产计划、物流计划的科学制定、执行跟踪和预

测优化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实时获取并整合市场需求、订单数量、物料消耗、制造资源、物流运力等供应链关键信息,基于

数据分析科学规划形成企业的采购计划、生产计划、物流计划等;

b) 对采购、生产、物流等业务计划执行情况开展动态跟踪和反馈,并根据市场需求波动、制造资源

变化等情况,对供应链计划进行动态修正与改进;

c) 利用模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手段,构建需求预测模型、原料消耗模型、生产调度模型、库存预测

模型等供应链数据模型,模拟并预测供应链计划执行过程,动态优化供应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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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多元化寻源与采购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供应商寻源、供应资源网络布局、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采
购执行与跟踪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围绕战略品类、瓶颈品类、杠杆品类、一般品类等企业不同的采购需求类型,结合市场供应情况

明确可选供应商范围,通过资质评审、样品测试、服务考核等方式完成供应商的认证与引入,并
建立供应商资源池;

b) 综合考虑供应资源的重要性、供应关系、运输距离等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供应资源网络,及时

识别和备份关键供应节点,并基于模型动态优化供应链资源结构、货源分布与供给线路;

c) 建立供应商分级分类评价准则,从质量、货期、价格、技术、服务等方面按周期、常态化开展供应

商评价,实现供应商的动态分级分类管理;

d) 实时获取需求、交易、配送、交付等采购数据,对采购申请、采购订货、进货入库、退货换货等采

购执行过程进行全流程跟踪和可视化展示,确保采购过程合规、安全、有效。

8.1.4 柔性化生产管理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柔性作业排产、生产资源动态配置、生产过程实时监控、生
产决策智能优化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根据生产计划,利用智能排产算法和模型,在订单需求、产能平衡、资源均衡、工艺约束等条件

下自动生成并按需灵活调整排产计划,规划工艺路线、工序单元、订单分配和生产节拍;

b) 基于客户需求、设备可用性、制造进程、人工计划等约束条件,合理调度企业内外部人员、设备、
物料、能源等制造资源,并根据制造任务和生产环境的变化动态优化制造资源配置;

c) 利用人机交互软件和可视化软件等工具,对生产环境、生产进度、资源消耗、库存情况等进行全

方位监测,开展生产运行过程的实时跟踪与可视化展示;

d) 利用大数据、模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手段,模拟、分析、预测生产执行过程和运行波动情况,动态

优化生产调度决策,必要时可按需开展跨企业、跨行业产能共享和协同生产。

8.1.5 订单精准交付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订单管理、库存动态管控、物流网络规划、第三方物流服务

商管理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全面收集订单型号、数量、金额、交期等基本信息,对订单状态、订单执行、订单交付、订单变更

等订单全生命周期进行数字化管理和全流程跟踪;

b) 在线采集入库、出库、盘点等业务数据,依据产品重要程度、储存要求等进行仓储分级、分类、分
库管理与实时监控,实现原料、配件、产品等的快速出入库与动态盘点;

c) 建立完善的供应物流网络,开展仓储物流全程信息追溯和透明化管控,基于模型算法设计规划

并动态优化物流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实现产品精准配送和订单快速交付;

d) 必要时,建立第三方物流服务商资源池,构建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准入、考核、激励以及淘汰机

制,精准评估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运营能力,合理利用第三方物流服务资源。

8.1.6 数字化客户服务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售后服务体系,开展客户关系管理、产品信息追溯、退换货

管理和售后服务管理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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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合线上线下渠道资源建立全链路的数字化售后服务体系,开展与经销商、零售商、第三方服

务团队的在线协同运营,实现全渠道精准触达终端客户,提升产品售后服务能力;

b) 在客户允许的前提下,基于客户身份背景、消费需求、决策方式、行为倾向等信息全维度绘制客

户画像,开展客户差异性分析和需求及时响应,预测客户潜在消费行为,提高客户价值、满意度

和忠诚度;

c) 通过条码、二维码等方式统一标识产品信息,实现供应链全过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追溯,

为客户提供产品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终端销售等环节的状态与流向跟踪服务;

d) 基于对客户、产品、物流等数据采集和分析,预测客户退货需求、核实产品缺陷情况,设计优化

逆向物流网络,开展产品分类回收或快速置换,实现退换货全程可视化、可跟踪、可追溯;

e) 基于客户和产品数据监控与分析,快速响应客户售后服务需求,动态调度服务资源开展产品运

维保养、更新升级和检修维修等质保服务,为客户提供标准化、透明化、个性化的售后服务

体验。

8.2 供应链协同

8.2.1 概述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与供应链合作伙伴整体规划,协调运作供应链的业务流、资金

流、物流、数据流,实现供应链上下游高效协同,包括:供应链计划协同、财务协同、资源协同和数据贯通。

8.2.2 供应链计划协同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在企业内部实现采购计划、生产计划、物流计划之间的协调统

一,并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开展计划的协同联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整合订单情况、市场需求、供应能力、生产能力等信息,依据生产计划的能源、物料、配件需求协

同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品类需求、入库批次和发放安排,实现企业采购进度与排产计划、生
产节拍的协调统一;

b) 整合生产能力、库存水平、物流运力和销售需求等信息,依据生产计划和销售情况协同制定物

流计划,基于数据分析规划厂内物流和厂外物流,合理安排仓储设施、物流载具、人员等资源,

实现企业物流调度与排产计划、生产节拍、销售进度的协调统一;

c) 基于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业务数据的集成与共享,开展采购计划、生产计划、物流计划的协

作执行和联动调整,实现企业原料供给、生产调度、库存周转、销售交付的端到端协同;

d) 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共享需求、产能、物流、销售等信息,基于数据分析协同制定并优化供应链上

下游相关方的生产计划、物流计划和采购计划,统一协调供应链上下游相关方的采购进度、排
产计划、生产节拍、物流调度和销售进度,实现供应链计划的跨企业协同联动。

8.2.3 供应链财务协同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与供应链合作伙伴构建供应链财务一体化管理体系,开展财务

协同管理,创新供应链金融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综合分析供应链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战略定位,协同制定与市场环境相适应、与供应链

战略协调一致的财务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b) 基于供应链业务与财务数据的共享和整合,协同制定资金使用计划,监控分析供应链资金使用

情况,精准评价资金使用绩效;
8

GB/T23050—2022



c) 创新供应链金融合作模式,按需引入金融机构、平台服务商等供应链合作伙伴,基于供应链全

链条业务实时运营数据优化供应链资金使用与管理,实现供应链价值增值。

8.2.4 供应链资源协同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建立供应链资源库,开展供应链上下游资源

精准匹配、全流程追溯和协同优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构建供应链资源库,整合供应链上下游原料、能源、零配件、设备、工具、仓储、物流车辆、人员等

各类资源,开展供应链资源分级分类协同管理;

b) 基于供应链资源库,依据供应链计划为供应链上下游业务活动精准匹配相应的人、机、料、法、
环等资源,实现供应链上下游资源供给与排产计划、生产节拍、物流调度等的协调一致;

c) 利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覆盖供应链上下游的全流程追溯体系,动态跟踪原料、能源、
零配件、设备工具、物流车辆、产成品等在供应链全链条的流向和动态,实现供应链资源来源可

查询、去向可追踪;

d) 综合分析市场需求变化、供应情况、生产进度、库存状态等信息,基于对供应链上下游运作状态

的监测、模拟和预测,灵活调整并优化供应链上下游资源配置,确保供应链上下游业务连续运

转,实现供应链整体资源利用效率最优化。

8.2.5 供应链数据贯通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与供应链合作伙伴打通相关业务系统,建立数据资源标准体

系,基于数据实现供应链场景数字化和供应链业务活动动态优化,构建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孪生体,并确

保供应链数据资源安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打通供应链合作伙伴相关业务系统,可获取供应链合作伙伴必要的需求、计划、采购、生产、物
流、销售等业务数据;

b) 建立供应链数据资源标准体系,构建格式统一、内容完整、可计算、可分析的数据链,实现供应

链上下游各业务活动和关键节点数据端到端集成;

c) 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和智能建模,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业务活动全场景数字化,开展供应链上下

游产、供、销等业务活动的协同优化和联动预测,以数据为驱动提升供应链决策和管控水平;

d) 建立供应链上下游业务场景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实时映射,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业务全过

程的数字孪生体;

e) 确立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数据访问规则,规避供应链数据丢失、窃取和损坏风险,确保供应

链数据安全。

8.3 供应链生态运营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与供应合作伙伴开展战略协同,并整合社会资源、重构供应链

运营机制、创新供应链服务模式,打造开放共享、价值共创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开展供应链战略的协同制定和评价改进,在业务部门、节点企业、供应链等层面进行战略匹配

与协调,消除战略差异和运作冲突,形成以价值共创为导向的统一的供应链战略;

b) 对接外部工业电子商务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入平台服务商、金融机构、数据服务商、咨询

服务机构、第三方开发者等外部主体,在实现供应链上下游资源协同的基础上,整合金融、知识

产权、技术开发、管理咨询等社会化资源;

c) 在供应链上下游业务集成的基础上,与外部参与主体围绕供应链业务行为规范、权责确认、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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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分配等达成共识,开展供应链业务重构和机制创新,实现供应链业务模式由链主企业主导的

封闭式供应链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无边界社会化供应链网络转变;

d) 基于数据全面采集和深度分析,开展产能共享、供应链金融、资产融租赁等供应链服务模式

创新。

9 供应链风险预测与处置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供应链风险动态感知、评估诊断、联动处置和超前预警,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实时跟踪并获取供应链外部环境信息及业务运营数据,全面感知市场环境波动、供应能力不

足、生产质量下降、物流线路中断等潜在供应链风险因素;

b) 构建供应链风险评估体系和供应链风险识别模型,对供应链风险的种类、根源等进行精准识

别、评估分析和科学诊断;

c) 依据供应链评估诊断结果智能化生成风险处置方案,合理调用企业及供应链合作伙伴资源开

展供应链风险的应急防控和高效处置,根据风险防控情况按需调整优化供应链任务计划,确保

供应链安全、连续、稳定运行;

d) 开发部署供应链风险预测分析模型,基于模型对供应链风险发生概率、时间和潜在影响进行精

准预测。

10 供应链绩效监测与优化

企业宜依托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供应链绩效的监测、评价、考核和优化等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方面:

a) 参考6.2所述的供应链关键绩效种类与指标,结合企业实际需求构建供应链绩效指标体系,在
线采集并测算供应链绩效指标数据,并对绩效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和可视化展示,监测的绩效指

标需覆盖企业内部供应链管理相关部门和人员、供应链合作伙伴以及供应链整体运营状况;

b) 依据供应链运行情况、投入产出、协同水平、价值创造等构建供应链绩效分析模型,基于模型对

供应链综合绩效进行量化评价和对比分析;

c) 依据供应链绩效监测和评价结果,对企业供应链管理相关部门和人员,外部供应商、经销商、服
务商、客户等供应链合作伙伴,以及供应链整体运营状况等进行量化考核;

d) 依据供应链绩效监测、评价和考核结果,制定供应链绩效改进优化措施,持续优化供应链业务

活动、协同机制和生态体系。

11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

11.1 概述

企业宜结合6.5和6.6所述的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数据视图和技术视图,建设并应用供应链数字化

管理平台,采集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相关数据,提供数据基础管理和建模分析服务,开发并部署供应链数

据模型库,并与企业内外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以有效计划、执行、控制和优化第7章~第10章所述的

供应链体系设计、供应链数字化管理、供应链风险预测与处置、供应链绩效监测与优化等活动。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参考功能架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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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参考功能架构

11.2 数据层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数据层主要采集、汇聚、传输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的相关数据资源,相关数

据包括但不限于:

a) 需求数据:如,市场需求、客户特征、销售情况、产品定价、产品质量规格要求等信息;

b) 计划数据:如,采购计划、生产计划、物流计划的责任主体、完成时间、数量要求等信息;

c) 采购数据:如,供应商的企业资质、信用等级、质量评价等基础信息,以及采购品类、采购周期、
采购价格、物料安全库存、仓库实有物料数量等数据;

d) 生产数据:如,工艺信息、物料数据、车间生产能力数据以及生产进度信息等;

e) 订单交付数据:如,客户订单数量、交付状态、库存水平、货物运输数量、货物运输周期、货物运

输成本、货物运输线路等数据,以及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企业资质、信用等级、物流能力等基础

信息;

f) 服务数据:如,产品故障情况,质保维修周期,产品保养、维修、更换速度,售后服务资源调度情

况,产品回收物情况等数据;

g) 绩效数据:如,订单交付周期、准时交货率、供应链运营成本、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等绩效指

标数据。

11.3 PaaS层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PaaS层主要提供供应链数据基础管理和建模分析服务,并部署供应数

据模型库和系统间交互接口,主要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基础管理:提供供应链数据清洗、标准化处理、分区存储、分类检索等服务;

b) 建模分析服务:提供供应链大数据建模分析、业务规则建模分析、机理建模分析、数据可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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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c) 供应链数据模型库:集成供应链计划、运作管控、预测和绩效评价类数据模型,主要包括:生产

计划模型、采购计划模型、物流计划模型等供应链计划类模型,智能排产模型、物流路线优化模

型、仓储分析模型等供应链运作管控类模型,客户订单需求模型、供应链风险预测分析模型、潜
在客户挖掘模型等供应链预测类模型,订单交付周期测算模型、运营成本测算模型、库存周转

率测算模型等供应链绩效评价类模型;

d) 系统间交互接口:支持与企业经营管理、制造执行等内部系统,以及企业外部系统的集成互联。

11.4 应用层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应用层主要提供供应链体系设计、供应链业务管理、供应链风险管控、供
应链绩效管理等功能,主要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 供应链体系设计:提供供应链网络结构设计、设施选址、产能分配等功能,支持供应链体系的可

视化呈现、模块化设计和智能调优;

b) 供应链计划与预测:提供供应链需求预测、资源分析和计划编制等功能,支持采购计划、生产计

划、物流计划等的自动生成、协同执行和智能调优;

c) 寻源与采购管理:提供供应商资质认证、供应商信息管理、供应商评价、采购执行跟踪、采购合

同管理等功能,支持供应商寻源、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以及采购全过程执行监控;

d) 生产管理:提供自动排产、生产运行调度、生产过程监控等功能,支持产能的监测、管控和平衡

调度,可集成智能排产模型算法,并支持产能规划的自动制定、精准执行和智能优化;

e) 订单交付管理:提供订单管理、仓储管理、物流路线规划以及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管理等功能,支
持订单交付全过程跟踪,以及物流资源在线查询、动态调度和预测优化;

f) 客户服务管理:提供客户关系管理、售后服务管理、退换货管理等功能,支持产品全生命周期信

息追溯、产品运行状态监控、服务需求快速响应和售后服务资源动态调度;

g) 供应链风险管理:提供供应链风险因素识别、影响评估、根源分析和处置方案生成等功能,支持

供应链风险感知监测、评估诊断、应急防控和预测预警;

h) 供应链绩效管理:提供供应链关键绩效指标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等功能,支持供应链绩效实

时监测、评价考核和优化改进。

11.5 系统集成交互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需实现与企业内外部相关业务系统的交互集成,包括但不限于:

a) 经营管理相关系统:可对接企业商业智能、ERP、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销售管理

等信息系统,实现供应链数字化管理与企业决策管理、财务管理、员工绩效管理、固定资产管

理、销售管理等业务集成;

b) 制造执行相关系统:可对接 MES等系统,实现供应链数字化管理与企业生产发料管理、生产

工艺管理、生产执行管理、质量管理等业务集成;

c) 企业外部相关业务系统:可对接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供应链管理、ERP、MES等系统,并
与相关工业电子商务平台、工业品超市等外部系统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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