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多方面的了解，笔者认为，送变电企

业应将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定位主要在东

南亚市场。用SWOT法分析如下：，

优势(Strength)：中国的电五圭企业与当

地公司相比，具有一定的资金优势，多年积

累的丰富的电力建；{晏乘塔隧B经验，相当的技

术力量，和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气l产：品。

劣势(Weakness)：缺乏对经贸环

境，特别是电力工业的深度了解；没有长

期和稳定的业务关系。缺乏设计力量，设

备成套供应的能力还不够。

机会(Opportunities)首先，大部分

东南亚国家电力建设现在发展迅速，电压

等级不断升高，具有线路公里长、技术复

杂、施工工期紧、资金基本到位等特点，而

且这些国家由于体制关系缺少电力施工

高技术工人，没有能胜任高电压等级的大

型施工公司；其次，东南亚和中国地理位

置较近，设备、材料的运输费用和人员的

路途费用都较低；东南亚的气候和我国南

方相似，饮食结构与生活条件比较容易适

应；再次，多数国家与我国关系良好，政局

稳定，资金来源可靠(多为世行、亚行等知

名国际机构贷款)。

威胁(Threat)：国外的有较强竞争力

的大公司，如韩国现代、印度KEC、瑞士

ABB、日本FUJlKURA等，已对东南亚电

力市场非常重视，多次参加东南亚电力项

目的投标并中标多个项目，它们将会在很

长时间内是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

对“走出去”发展的建议：

一是提高工程设计水平，增强投标竞

争力。在浙送完成的两个菲律宾工程中，

设计成为制约工程进度的瓶颈。承包商最

好有自己的设计力量，或者与水平较高的

设计单位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以期得

到它们及时而有力的支持。

二是确保国际战略实施的连续性。积

极参与国际工程招投标；搜集了解国际电

力市场的工程和材料信息，与国内外的知

名供货厂商及各地的分包商保持联系，及

时反馈市场信息；业务较多的国家，可考

虑设置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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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品备件的联合储备

·供应商管理库存储备

·联合虚拟储备等新型管理模式

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协
TiaIlJinDiallLiJiansheGongsi办

备品备件管理新模式
■江苏省电力公司外经分公司 高正平

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控中心任梦华

备品备件管理现状

近年来，各电力企业已纷纷对企业

内部的备品备件实施“统一采购”和

“集中管理”，初步解决了以往分散储

备备件的弊端，避免了分散重复储备，

提高了备品备件的利用率，减少了资金

的占用量。但这种管理模式，仍然存在

着一些问题：一是企业备品备件的储备

要占用大量的资金，往往许多备品直到

报废也没有被领用过；二是为保证备品

能随时可靠地投用，需要按特定条件进

行仓储保管，并定期进行试验和保养，

而一些电气试验企业自己没有资质条

件来完成；三是许多备品会因存放时间

过长而造成老化或技术性淘汰，导致报

废损失。

电力企业备品备件管理新模式

备品备件的联合储备

电力企业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

网”体制改革以后，电厂作为一个企业，

面临市场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为保证

企业安全生产和抵御市场风险，备品备

件既要能及时供应，又要降低备品备件

储备资金，备品管理部门压力越来越

大。与此同时，各发电集团下属的电厂

由于地域分散等原因，出现事故时备品

集团内部横向求援困难。为保证机组的

安全稳定运行，各电厂物资部门均储备

了大量的使用量小，但价格相对比较昂

贵的物资。由于各电厂之间储备备品备

件相对独立，储备结构、设备技术层次

也参差不齐，导致出现了储备不断增

加，保障系数和资金利用效率反而下降

的局面。

针对以上情况，为减少每个发电企

业的库存，又不影响发电企业的生产，

可考虑引入备品备件联合储备的模式，

将同类型机组，同设备型号、规格的备

品备件采用电厂合作采购的方式(联合

储备)，即多个发电企业将同类型备品

件型号集中、归纳后，分类型集体采购，

各厂分类储备。特别是当前随着新建大

型机组不断增多，同类型进口设备也较

多，进口设备备品备件实施联合储备更

具现实意义。

此种备品备件模式的实施，关键是

需要有一个牵头组织单位和一个网络

平台。牵头单位将地域相邻(例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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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为地域单位)的多个电厂组织起来，成立起联合储

备体。对各厂的主机和主要辅机的型号、规格、制造厂

等基础资料和各厂现有储备情况进行收集，统计出同

型号、规格的备品件，并进行资源整合，将已分类的备

品备件分配给各个会员单位进行储备。在平等、互惠

互利的前提下，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各电厂成为联合

储备体会员。在此基础上，各联合储备体会员可通过

网络平台发布本厂的库存和调剂信息，并实时查询其

他会员单位备品备件的储备情况，达到各电厂之间储

备信息的在线共享。目前，江苏电力行业协会组织的

“江苏省电力行业协会发电企业物资供应协作网络”

已在进行此种备品备件管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备品备件的供应商管理库存储备

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 Managed lnventom

VMl)作为新型的库存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库存管

理的理念和运营模式，它以系统的、集成的思想进行

库存管理，允许供应链上游组织对下游组织的库存策

略、订货策略进行计划和管理。基于这种思想，电力企

业可将备品备件的供应商管理库存作为自己的虚拟

库存，具体操作方法，是企业物资管理和生产部门依

据各基层生产部门拟定的备品储备计划，与备品相应

的供应商签订框架协议，在供应商仓库建立本企业备

品的虚拟库存。根据备品需求的缓急程度，按设备货

款值协商的一定比例定期支付保管、维护、检测费用。

以后每年物资管理部门会同生产、财务等有关部门，

依据备品备件储备定额和设备运行情况，以及基层生

产部门储备建议，拟定备品备件补货

计划，对超过一定年限的备品进行更

新、升级。当备品按规定调用或升级

更新后，企业及时支付相应货款，供

应商也须按期补货到位。为了保证备

品的实时高效调用，还需建立与供应

商联网的备品备件库存管理系统，各

供应商负责维护其管理备品备件库

存信息，实时反映备品备件的库存、

领用、余缺等情况，实现备品备件网

上监控、调配。

备品备件的供应商管理库存，利

用供应商仓库库存备品，能充分发挥

供应厂家的专业优势进行备品保养

和电气试验，大大节约企业备品的库

存、维护和定期检测费用，还可避免

许多备品储备会因时间过长而造成

主持：王继昌建设经纬

wa玎西ichang《易cec．org．cn

老化或技术性淘汰。备品备件网络化管理更可实时、

动态、准确地反映库存情况，提高备品调用效率。

备品备件的联合虚拟储备

备品备件的联合虚拟采购，是多个使用同一制造

厂生产的同型号设备的电力企业联合进行设备备品

的虚拟储备，是集成联合储备和供应商管理库存储备

思想而衍生出的一种采购方式。这种备品储备模式，

突破电力企业所处地理位置的限制，只要使用的是同

一种设备制造厂的产品即可联合储备。其作法通常由

电力设备制造厂或某一设备大用户发起，组织各电力

设备使用企业与生产商签订储备协议，采用这种方式

储备的备品通常是一些平时很少能用上，而又是关键

的特殊备品。采用这种方式储备的好处在于将多家电

力企业的备品仓库虚拟搬迁到制造厂家，储备品种

全，而储备绝对数量少，各电力企业所支付的储备金

相对较少(只需要支付协议确定的部分定金和保管

费)，但能保证生产抢修所需，克服那种急需要用时，

无备品而四处求援，影响生产的局面。备品备件的联

合虚拟储备在江苏某发电有限公司近两年已有实践，

该厂联合山东几个电厂在上海汽轮机厂联合储备的

备品，在该厂机组大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大

修的工期。

备品备件的联合储备、供应商管理库存储备和联

合虚拟储备方式的提出，有益于解决电力企业当前的

备品备件管理模式下存在着管理难、利用率不高和资

金占用大等难题，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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