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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trend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our	country	is	slowing	down.	The	
competition in construction market is becoming“White-hot”. How to optimize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 min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costs of various engineering projects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procurem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Internet +”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strategy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curement	efficiency,	quality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strongly	suppor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o	ensure	that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cost	and	management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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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
耿振华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北京 100176

摘 要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中国基建投资趋势放缓，在建筑业市场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的情况下，建筑市场竞争日趋“白
热化”。如何通过采购供应商链管理的优化最大限度降低各类工程项目实施成本，已成为建筑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论文通过对企业供应链管理问题的总结，结合建筑企业采购供应链管理特点，分析探讨建筑业企业建立“互联网+”供应
链协同管理体系的策略方法，以便提高建筑企业采购运转效率、质量及合规管理，有力支撑建筑企业提质增效，确保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成本和管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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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建筑市场形式下，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提高企

业市场价格竞争能力，是建筑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议

题。采购管理作为业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环节，针对传统建

筑行业上下游供应链脱节、资金周转不足、采购质量效率低

下、采购成本不能有效降低等行业问题，顺应大数据智能化

时代潮流，有效利用电子商务等新质生产力手段，颠覆传统

信息孤岛式采购管理模式，通过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供应

链管理打造建筑企业全产业链业务优势，是企业采购管理转

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2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是行业发展的趋势

2.1 建筑行业发展情况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投资驱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的增

长模式转变时期，部分企业遇到生存与发展问题，建筑业企

业需要从营收主要依靠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向营收

来源多元化和企业经营结构提质增效的转变。这就要求建筑

企业在不能过度追求企业规模，要以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作

为目标，转变原有生产经营方式，优化业务组合结构，在国

家新基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对外承包工程等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和建设单位个性化的客户需

求，需要建立规模化和高效率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才能适

应市场变化需求，并做出敏捷的管理行动。这种市场需求就

驱动建筑业企业需要调整传统粗放式的供应链管理模式，转

变供应链全流程生产流通模式，建立从规划设计、项目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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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采购、生产（租赁）供货、现场施工、计量结算、维

保服务及过程与结果评价等全流程关键业务满足建设单位

需求和适应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2.2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当前大部分建筑业企业仍处于传统的供应链模式，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效应低，在工程分包商、

材料生产商或经营商及服务分包商间进行“一对一”或“一

对多”的管理模式；二是信息化管理水平低，虽然大型建筑

企业建立有相应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但仍处在单项功能（如

仅限招标采购管理）、单项审批流程线上管理阶段，未实现

多层级统筹管理、项目间信息统筹管理、生产物流供货及库

存动态管理、成本数据归集统计管理及供应链资源管理等内

容；三是供应链资源利用率低，大部分未与供应链的分包

商、材料设备供应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大多追求短期

效益，缺乏长期合作基础，无法充分利用供应链的各种有形

或无形资源；四是供需双方不同步，通常与供应商间的关系

是贸易关系而非生产关系，建筑业企业不能充分享受供给侧

产业升级的红利，同时供应商管理、资金、物资、跨区域、

跨业态等能力不能与建筑企业能力建设保持动态同步，需要

实现供应链全链条的各参与方能力建设与建设客户方需求

的动态适配 [1]。

为解决以上问题，供应商链管理的转型升级就需要以

建筑企业自身为核心，围绕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在满足建

设单位有效需求的前提下，通过资金、物资、信息、商业的

管理，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分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通过数

字化管理转型联合构成建筑产品和服务交付的网链关系，促

使网链关系中的各节点信息能够在生产协同、生产关系、生

产能力上能够同步互联互通，提升整体供应商链高效创造价

值，实现供需双赢。

3 数字供应链转型特点

当前在 B2B、B2C 领域社会化的电商模式已十分成熟，

在建筑供应链数字转型中需要打破传统固化思维方式，突破

企业原有对市场、客户、采购管理体系、项目管理思维及业

务思维模式，充分利用软件、大数据、移动通信、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质生产力数字工具，通常数字供应链的建立具有

以下特征：

①战略规划，整体实施。数字供应链转型需要上升到

建筑企业战略层面，优化采购管理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

以有效制度体系作为管理支撑，自上而下全员形成管理共识

分步实施，突出统筹设计科学引领解决实际问题，避免盲目

建设陷入管理混乱。

②技术支撑，创造价值。突出数字化手段应用，着重

全体员工数字化管理技能培养，形成数字化管理思维模式和

管理习惯，保证信息技术应用的效率和效果，切实促进降低

企业成本，保障施工进度和供应链节点供应商及时交货率，

确保工程质量降低质量缺陷和事故发生率，提高全员劳动生

产率、产值和项目利润率。

③信息融合，战略合作。需要企业管理层重视数据能

力建设，经营管理上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各层级实时数据的

自动采集、传输、存储及可视化功能，并实现各环节匹配数

据的共享，把供应链管理与数字化建设融为一体，与供应商

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各环节精细化管理 [2]。

④统一平台，集中管理。利用统一的云平台、微服

务等技术手段自建平台或借助第三方成熟平台，建立统

筹公司各层级的采购策划计划、采购、合同执行、计量结

算、维保服务及履约评价全链条的数字管理平台，并通过

OPENAPI、EDI、ESB 方式实现数据集成交互。同时统筹区

域项目同类采购或分包内容，化零为整进行统一的规模化采

购，在应用中积累供应商资源库、采购成本数据库、物料编

码库、数据模型库及 BIM 构件库进行统一集成化管控。

4 数字供应链建设内容与应用路径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平台通常应具有以下主要功能：信

息处理与监督管理、供应商管理、采购实施与管理、履约管

理、数据分析应用及数据安全管理。

4.1 信息处理与监督管理
信息处理管理主要包含供应商数据、岗位信息与权限

管理（平台管理、操作岗位与专家数据与权限设置）、数据

模版设置、管理层级组织机构设置、管理功能实现模块设置、

物料编码数据导入设置与管理、公司内外部其他平台协同管

理及移动平台管理等相关内容模块协同与设置。

监督管理主要是为岗位员工、供应商及客户在工程项

目供应链管理过程的问题提供问题反馈的途径，并实现及时

针对问题进行改进的功能，方便企业及时发现隐患和处理问

题，持续改进采购过程精细化管理。同时对实现对采购岗位

人员、评标专家及供应商的考核监督，杜绝地下交易利益交

换等违规事项发生，维护企业整体利益，保障企业公开、公

正、透明的企业采购形象 [3]。

4.2 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管理分为围绕建筑企业建立的供应商资源库管

理（入库、停用及黑名单及供应商基本信息管理等）、供应

商操作端管理及供应商评价管理（过程、最终评价与分类分

级管理）等内容，通过供应商数据查询可以对供应商综合实

力、历史考核评价、投标记录、价格水平、供货或施工质量、

安全管理记录等信息，为供应商选择提供决策依据，形成跨

区域、跨业务类型的长期合作模式，建立基于平台的优秀供

应商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平台供应商入驻除采用传统的互联网电子采购模式外

须支持 B2B2B 模式，并实现平台供应商属地、规模、实力

及信誉等智能管理功能，最大限度拓展供应商资源渠道，提

升“互联网 + 供应链”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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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招标采购管理
主要是通过采用不同采购方式功能模块的设置，提供

采购管理主体功能模块，包含采购计划、发布招标文件或询

价文件、资格预审、技术上商务澄清、投标、开标与评标大

厅、定标与中标公示管理及合同签订管理。全面实现无纸化

管理，实现线上招标、询价、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及

合同签订全面电子化操作与审批管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招标采购管理工作效率，提供可追溯性的采购规范合规

管理。

4.4 履约管理
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供应链上下游的

精准协同，将分散在供应链各环节的数据、模型、应用及系

统进行平台集成管控，构建设计、生产、物流、施工、计量

结算、付款及运维的智能分析管控（可视化）与需求数据反

馈平台，全面提升与建设单位和供应商的协同衔接水平，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各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容错成本。

4.5 数据分析与推送管理
数据化平台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主要基于主模型和

各管理子业务模型组成，要实现各集团公司、二 / 三级公司

及项目部各管理层级的数据归集、校核、智能分析等功能，

并形成指数化数据要素。同时平台各节点业务的核心枢纽系

统，负责全流程业务的配置与协同管理，通过对项目指标、

采购成本数据、采购活动过程、生产物流过程、工序管理及

各平台协同数据的归集和大数据分析，直接以可视化的分

析结果针对需求方进行有选择动态展示，并实现各分项数

据的可视化展示与数据连接，如通过 GIS 服务、卫星定位

锁定等技术在生产物流端的客户展示，基于 TMS、OMS、

CRM、ERRB、BIdui 对接技术实现上下贯通使需求端的信

息向供应商进行及时反馈，并对原有订单进行修正管理。同

时通过 API 对接公司内外管理平台，构建异构系统与供应

链系统的协同对接管理平台，调用或调出其他系统接口业务

数据，实现数据核对、分类、分析、存储与推送的功能，同

时也可借助外部成熟电商平台。便于供应链各方直观了解整

体运行趋势，及时采购相关措施进行修正 [4]。

4.6 平台数据安全管理
因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的相关数据直接涉及建筑企

业自身的商业机密，应根据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安全建设，通常应参照信息技术三级等保标准建

设，并指定严格的数据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建议定期聘请第

三方安全机构进行定期安全防护测试检查，及时排查数据安

全隐患，填补安全管理漏洞，保障企业保密数据安全。

4.7 数字化供应链应用路径
除以上数字化平台功能应用外，还应辅以相应的购管

理应用要求，方可有效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主要路径

如下：

首先，统筹集团层面采购业务的集中管理，统筹采购

需求和供应商资源，组织区域性的集中采购活动，再由项目

结合自身数量依据框架协议直接签订具体采购或分包合同，

实现以量换价、区域供应商战略合作及提高采购效率。

其次，由建筑企业集团层面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数

字化管理平台，实现全集团各层级企业业务的统一标准规范

化管理和大数据智能管理，充分整合和调动优秀子分公司及

项目部的采购成本和管理成本数据引领作用，利用平台数据

的集成和数据交换，促进集团整体资源的协同和整体供应链

管理价值的提升。

再次，突出供应链风险预警管理，要充分利用数字化

供应链管理平台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功能，对采购需求、

历史采购成本、市场价格行情、供应商匹配度、履约能力与

履约历史记录等内容的数据积淀，结合数字化管理平台形成

的采购、物流、供货、资金、施工过程及履约数据智能预测

分析功能，对工程项目实施和供应链各环节实时监控和风险

管理，实现供应链整体的动态优化管理 [5]。

最后，创新供应链应用端的管理模式，在采购完成后

进入项目实施阶段，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BIM 等信息技术，将集成数字化管控应用

到供应链策划、设计、采购、施工、物流、供货、资金、运

维等各个环节中去，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及时收

发风险警示信息，防范问题发生，形成高度协同的透明化管

理模式。

5 结语

在当前激励的市场竞争中，随着人工、材料、机械成

本的不断攀升，原有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已难以支撑建筑企业

自身生存和发展，通过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进行供应链数字化

转型升级，可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广泛

提高了企业市场研判、数字化建设、供应商管理及成本管理

等综合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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