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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有了长足进步,电网建设日趋完善,电力企业已

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能源供给中心。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可以为社会提供充足的高质

量电能,以保证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当前,我国正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然而随着电网规模日益扩大,对

各类物资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这使得物资的监督难度也随之加大。为了确保社会电力的正常供应并获

得最大的收益,需要严格监控企业内的资源配置。这包括根据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和市场变化,监控物资

的采购计划与质量,以确保电网物资的质量达标,从而减少成本投入并提高电网的供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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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grid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erfect, and power 

enterpris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energy supply center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grid can provide sufficient high-quality electricity for society, basically 

ensuring the production and dail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society. Currently, China is actively developing a 

low-carbon economy, and the scale of the power grid is expanding. The demand for various materials is also 

increasing, which makes the supervision of materials more difficul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supply of 

social electricity and maximize profi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monitor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enterprises. 

This includes monitoring the procurement plan and quality of materials based on the actual operational situation 

and market changes of the enterprise,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power grid materials meets the standards, 

thereby reducing cost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the power supply quality of the power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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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电力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之

一。电力企业需要加强对电网物资质量的监督,以确保电网所使

用的物资质量良好,从而保障供电的稳定性,确保各行各业的正

常运转。所以,电力企业需要提高对物资质量监督管理的关注,

针对目前的电力企业和人民需求,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物资质

量监督方法,通过建立健全的质量监督制度,保证电网物资的质

量和社会的用电稳定。 

1 电网物资质量监督管理的重要意义 

对于电网物资质量监督管理而言,其是电力建设工程中的

重要内容,在电力工程建设中,物资消耗占有很大的比重,大约

在60%—70%之间,所以,对物资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一方面

能促进电力工程建设的高效进行,另一方面也能节省相关的

费用,从而不断地提升电力工程的施工质量。同时,物资的管

理状况与物资管理的质量控制紧密相关,所以,有关部门要对

物资的工作进行科学地安排,这是推进电力工程项目顺利进

行的先决条件。最后,对施工过程中原物资的质量进行管理,

能够提高工程的技术和经济性能,从而提高电力企业的经济

效益。电力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对物流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

协调、组织、指挥和控制,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损耗和资本占用,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 电网物资质量监督管理的现状分析 



建筑发展 
第 8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9 

Building Development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电力企业的物资管理也在不

断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使采购和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然而,由

于电网的覆盖面很广,一些地级市县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

很难对物资的质量进行完全的检查,因此,在电网中的物资质量

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不利于提高社会经

济效益[1]。 

2.1采购管理流程和环节控制不力 

电力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般都是

由电网总企业和省网企业统一招标,通过这种方式来购买区域

电网所需要的物资,这种大规模的采购在成本上有很大的优势,

也方便了物资的管理。但是,在实施集中招标的过程中,很多

基层的电力系统没有一个健全的监督制度,这是因为总部与

各区域电网的采购权限不同,不能对物资进行有效地控制和

管理,无法根据相应的标准进行储存,任意堆放,这就会影响

到物资的使用。 

(1)采购流程不统一。由于有关的监督体系不健全,导致了

对地区电网的管理比较混乱。在购买相关电网时,因为总部对各

地区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各地区的采购过程没有与总部进行

协调,采购计划脱离实际需求,部分中小供应商不能满足远距离

售后服务的顾客,有的地区采购入库的物资信息没有进行详尽

的数据记录,一旦出现质量事故,责任与责任难以确定。(2)对市

场的掌握不准确。在电力系统中,采购价格是物流管理的核心内

容,物流市场的市场价格往往受到区域经济水平、地域差异、交

通运输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波动的情况下。企业在采购物资时,需要根据市场情况,从宏

观上做对比,确保相关物资的价格及质量[2]。采购人员的专业化

程度对物资的购买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若采购人员缺乏专业

知识,对原物资等大宗货物缺乏有效的跟踪机制,不能准确地掌

握市场行情的变动规律,就很难掌握物资的采购成本。 

2.2部门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的弊端 

电网系统的规模比较大,通常采用总部－地区两级划分

的管理方式,对物资的价值和储存管理进行了划分,物资的评

估与管理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而专业的库房则是对物资的监

督。但是,因为财政一般只会对物资的购置价值作出估计,并

且在物资的名称、规格型号和实际用途等方面,都没有从管理

层签发的相关凭证中得到的信息,能有效地监督物资的质量,

不能对其他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制约,物资的

质量很难保证。 

2.3废旧物资管理的弊端 

由于电网的物资通常都是放置在户外的,经过长期的风吹

雨打,物资的性能会有所下降,对于已经报废或者报损的废旧物

资,需要专门的人员在现场拆解,然后送往电网管理中心,接受

退役物资。但是,由于电网中存在着大量的废旧物资,没有进行

合理的分配和定点记录,也没有对废旧物资的入库明细进行详

尽的登记,所以,很容易出现内部人员私自偷盗、变卖废旧物资

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固定资产损失。所以,在对废旧物资进行

估价时,企业的财务部门在对废旧物资进行估价时,往往会产生

物资的数量和实际的估价相差过大,从而很难减少电网建设的

费用。 

2.4对合同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由于电网物资、设备等的特殊性,使得电网企业往往只与少

数几家厂商合作,这就造成了许多电网企业不能充分理解合同

的重要作用,合同的制订和实施机制不健全,双方的责任划分不

明确,有些企业对合同的细节处理不当,对某些问题的操作不当,

导致采购价格与实际价格存在较大差距,采购的产品质量较差,

设备型号和参数不一致,并且售后服务不到位[3]。 

3 电网物资质量监督管理的逆向改进提升策略 

3.1全面建设质量监督管理体系 

(1)改进、优化监督管理工作程序。对电网物资的质量进行

监督与管理,要从整体规划、采购、使用等方面着手,尽可能地

满足各环节的质量检验标准及使用要求。通过对物资的管理与

检测,使物资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得以及时地找出,并制定出

有针对性的对策。最主要的是要在监督和管理的全过程中,对有

问题的物资,如生产厂家、供货厂家、产品批号等都要做好记录,

为以后的监督工作和与招投标的联动工作提供数据支撑。(2)

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加大培养力度。为了确保物资质量监督工作

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质量检验队伍。所以,电力

企业要采取合理、高效的方式,增强员工的监督意识,本着对工

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把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作为工作的根本准

则,在物资的使用中,要对质量进行监督与管理,有关人员要对

自己的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并将其形成一份报告。(3)强化人

员的抽检意识。物资管理部门要做好电网的物资运行和维护工

作。物资管理部门要有较高的质量控制能力,采取随机抽查的方

法。在电力物资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要实施质量抽检,而质检人员

也要确保工作效率,不定期地对供电运行物资进行抽查,对于出

现问题比较严重的,可以将抽样的数量增加到行业抽检标准的

三倍。 

3.2明确供应商主体责任,寻求政府部门的监督 

为了使电网物资的质量管理效率得到总体上的提高和最优,

要让电网物资的质量监督工作得到充分的保证,让电网物资的

质量监督工作得到充分的保证,要引导并督促他们严格执行安

全生产标准,在产品设备的生产和维修上,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技

术要求和标准规范。如果发生了质量问题,要对供货商企业进行

严厉的问责。同时,作为电网建设的主要力量,电力企业应当充

分履行质量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在产品设备购买之前和到达现

场之前,都要进行相关的调试和检测,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及时

的检查,将性能不高的产品进行剔除,从而全面提高电网物资的

质量[4]。 

3.3强化抽检意识,建立抽检可追溯系统 

质检行政部门、物资使用单位要强化物资抽检的意识,运用

多种物资抽查方式,有效地提升电网物资质量监督的效能与效

率。检查工作要全面涵盖电网物资的使用流程,具体内容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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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厂物资进行进货检查。②对入库物资进行二次抽样检验,

并做好留样。③对原物资的使用进行抽样,并进行抽查。此外,

也可对合格品进行必要的复查,双盲样的复查,以确保检验的结

果准确,并能真正地体现出物资的质量。对质量要求高的设备、

物资、供应商历史问题严重的物资,取样量可按行业标准的2-3

倍进行。另外,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质检体系,推广二维码识别、

GPS定位等技术,构建产品质量监督体系,极大地提升电力企业

的物资质量监督水平。以条码取代传统的纸质标签,使每个商品

都有一个独特的条码,并在外包装上显示,减少串货的可能；将

抽样样本采用GPS定位技术,利用电网企业的监督平台进行监测,

确保被测样本的运送准确,从而实现对电力设备检验过程中的

全过程监控,有效提高我国物资质量监督工作的水平。 

3.4实现质量监督管理的联动机制,形成质量结果整体联动 

在电网物资质量监督工作中,要积极构建多部门协作的模

式,将专业部门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力充分发挥出来,以高效

快捷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电网物资质量监督的整体水平,不断

优化电网物资的质量管理效能。一方面,在对电网物资的质量进

行测试和分析等工作中,要主动地向专业部门寻求帮助和合作,

将他们的专业能力发挥到极致,保证他们可以在质量管理等环

节中,将存在的质量隐患和其他质量问题及时地找出来。另一方

面,也要注意以质量的成果为导向,实现电网物资的质量监督,

形成一个整体的联动。实行招投标联动,对发现的产量产品质量

问题实行“零放过”。与评审的否决、扣分等即时联系,使管理

渠道更加通畅。 

3.5完善信息收集机制 

质量信息的时效性和流畅性是对物资质量监督工作的重要

保证,对各业主单位的物资质量监督信息进行了汇总、整理,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物资质量监督信息台账。同时,还对质量

监督计划、质量监督方案、试验报告、质量监督总结以及有关

的记录、纪要、联系单、报表等信息进行了管理。对检验过程

中出现的重大质量问题及关键技术参数不合格者,应于24小时

内以书面形式将情况通报给各层级物资主管单位及物资使用单

位。各级建设管理部门、运行检修部门要对“生产制造、运输

交付、安装调试、生产运行”阶段的输出产品质量状况进行汇

总,并向有关的物资部门报告,保证在设备、物资质量监管过程

中产生的各类信息记录、统计分析结果是否规范、准确。 

3.6加大抽检工作力度,不断提升抽检工作成效 

在电网物资质量监督工作中,要想使电网物资的质量得到

有效的保证,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质量检验标准,并且要对两个

以上的质量检验结果进行筛选,通过对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进行

综合的判断和比对。在电网物资的质量检验工作中,一方面,要

加强产品的质量检查。加大对核心部件的抽查频次,加大抽查的

内容。对电网原物资供应企业来说,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应加强

日常质量检查。另一方面,要对电网物资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查,

要选择合格的专业质检部门,充分提高检测的公信力。在两个质

检部门发出的质检报告之后,要通过纵横向比对的方法对每一

个关键数据进行研究和协调,从而准确地掌握质检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 

3.7完善持续改进机制 

将全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到电力物资监督管理工作中,突出

体现在其对各监督阶段的强调上,因此,在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

中,要健全持续监督制度,搜集全生命周期各监督阶段的信息,

并分析导致质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整改对策,并督促有

关部门加以改正。在各个单位和部门的质量整改过程中,也是各

个部门在进行资源的整合,因此,在这一阶段,可以设立一个第

三方的监督管理交流组织,以增强测试组织和各个部门之间的

交流效率。在这些工作的实施过程中,监督管理部门要总结经验,

并与电力物资监督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建立并健全持续改进机

制,提升供应商的管理效率,实行闭环式的管理模式,推动企业

的物资监督水平进一步提高[5]。 

4 结论 

总之,电网物资质量监督管理过程中,需要通过全面建设质

量监督管理体系、建立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以及引入先进检测

技术等,以保障电网物资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此外,逆向改

进策略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充分发挥了市场监督的作用,为电网

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未来,应进一步深化信息化手段在监督管

理中的应用,提升智能化监测与分析能力,以确保电网物资质量

持续提升,推动电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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