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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采购——采购供应链——供应链生态

国务院84号文

供应链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

为手段，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同

的组织形态。

供应链的概念



核产业基本特征02

核产业基本特征

技术标准比民用产品高
多技术路线、多堆型

自主可控的战略要求
部分设备存在“卡脖子”现状

核电采购规模化
核科研、燃料制备及后处理
采购定制化

规模化采购与定制化采购并存

核安全的特殊性必然带来严格管理的要求
核供应链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管理难度非
常高

关键、核心供应商相对集中
多数供应链上的供应商为中小微企业

技术高标准与技术多样性并存 供应商战略集中与相对分散并存

管理严要求与管理高难度并存

自主可控的战略要求与“卡脖子”现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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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供应采购

孤岛化与手工化

现在：采购供应链 未来：供应链生态

标准化与信息化 数智化与生态化

核供应链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过去

供应采购——孤岛化与手工化



该阶段特点 存在问题

以采购管理为主，

更多地聚焦于采买环节
有采购但无供应链

以降低采购价格为主，

更多地关注于购买成本

以单向配合为主，

更多地要求供应商满足标准

以被动管控为主，

更多地体现为事后监督

尚未实现业务流程规范化、标准化

管理低效，“牛鞭效应”突出

无法实时管控

1.1 供应采购阶段的特点和问题



现在

采购供应链——标准化与信息化



2.1 政策引导

十九大报告 “在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2017年84号文
加快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促进产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创新

国资委
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标世界一流管理

提升行动、采购管理对标等工作对央企供应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采购供应链阶段的特点

由采购管理转变为供应链管理

集中采购

降本增效 集约化管理

互利共赢

分级分类

全周期管理

规范化、线上化、集约化、协同化

上下游环节延伸

全

流程全链条

由分散采购转变为集中采购

由供应商单向配合转变为互利合作 由传统低效转变为阳光透明

2.2



⚫ 未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

⚫ 未实现重复性工作的自动化

供应链可视化、可感知、可调
节水平较低

⚫ 差异化管理尚未完全实现

⚫ 供应商综合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 协同、共生、共赢的新型供应商关系

尚未建立

供应链资源管控能力仍然较弱
科学、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决策

能力尚显不足

⚫ 线上化产生的大量供应链数据未被挖

掘利用

⚫ 数据分析成果对供应链运营及管理的

支撑能力不足

2.3 采购供应链阶段存在的问题



未来

供应链生态——数智化与生态化



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 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 支持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强化全流程数据贯通，加快

全价值链业务协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提

升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加快数字化发展”

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
转型工作的通知》

“着力推进智慧供应链建设，推动实体服务网点向

虚拟智慧网点转变，打造智慧服务中心，发展基于互联

网平台的用户服务，打造在线的数字服务产品，积极创

新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

3.1 政策引导



供应链数智化转型逐步构建起供应链生态

⚫ 数智化工具使各主体实时连接、关联互动成为可能

⚫ 各主体组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供应

链生态系统，实现共同利益

供应链小生态融入产业大生态

3.2 供应链生态化

动态调节机制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生态系统底座——数智化供应链平台

⚫ 供应链是连接产业链上下游的纽带和桥梁

⚫ 供应链通过加速数智化和生态化，推动整个

产业板块转型升级

⚫ 供应链生态动态调节机制，维持供应链处于合理

竞争水平，避免过度竞争或缺乏竞争

⚫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

⚫ 数智化平台能够有效融合生态系统各主体

⚫ 平台将成为供应链生态的“数字-服务-产品”

集成者、系统管理者、生态推动者



⚫ “集团策略管控—二级单位业务管

控—三级及以下单位业务执行”控

制塔

⚫ “可视化—分析—预警—决策”智

能管理路径

实现数字供应链控制塔 供应链集中管理，全领域实时管控 智能辅助决策

⚫ 管理人员通过指标数据快速触达业

务核心绩效

⚫ 掌握生产经营状态趋势

⚫ 洞察供应链运营健康程度

⚫ 发掘供应链管理薄弱环节

⚫ 海量数据+智能算法工具

⚫ 供应链运营提供辅助决策支

持（供应链需求/供给预测，

智能预警，决策建议等）

3.3 管理智能化



数据资产化

01 业务产生数据，数据反哺业务

02

数据资产化3.4

数据拓展新业务，新业务丰富数据

⚫ 供应链时刻产生数据，数据资产化利用，反哺业务

⚫ 实现数据价值链闭环

⚫ 数据分析挖掘，捕捉新的市场需求，拓展供应链新业务

⚫ 新业务数据丰富原有供应链数据湖，实现供应链整体数据价

值增值



中核供应链期待承担的角色3.5

中核供应链构建

核工业数字供应链平台

平台一体化

商品多元化

服务专业化

平台核心
能力

建设一体
化数字供
应链平台

服务客户 服务供应商

数量多、
品类全

预测需求，
智能匹配多
样化需求

电子采
购平台

电子
商城

供应商管
理系统

大数据管
理系统

数字供
应链服
务能力

供应链大
数据管理
能力供应链

金融服
务能力

供应链
服务 集中采购

采购代理

招标代理

新型供应
链生态

供应链金融



让客户更满意

打造核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国际领先者

让采购更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