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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建设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本研究系统

分析了电子商城平台的功能模式、建设现状及实践价值，揭示其在技术架构、制度机制、管理协同等维

度的深层矛盾。提出推动AI与区块链技术融合、优化跨部门协同机制、打造“国有企业 + 平台经济”生

态等创新路径。研究成果为国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中的平台治理难题提供理论依据，对提升产业链韧

性、实现数据驱动型管理具有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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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uilding e-mall platforms has become a crucial lever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models, current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practical value of e-mall platforms, uncovering 
deep-rooted challenges in technical architectur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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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It proposes innovative pathways such as integrating AI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optimizing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nd developing an “SOEs + platform econ-
omy” ecosystem.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ddressing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platform-bas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fering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enhancing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and achieving data-drive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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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应当通过技术创新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创新力和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提升效率的技术手段，更是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与供应链韧性的重要路径。

国有企业的电子商城平台建设是推动企业从传统管理向数字化平台化管理转型的关键，是推动国有企业

迈向更高效、更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关键。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平台功能架构设计、采购效率的提升与供应链协同优化等方面，较为充分地探讨

了平台在企业内部管理中的技术优势与运作机制。例如，崔榕指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依

托电子商务提高采购效率，推动国有企业现代化转型[1]。丁玮指出国有企业通过新型的电子商务平台能

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提升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实力[2]。刘利利指出电子商务在大型国有

企业的应用可以帮助国有企业实现供应链的协同与优化、响应个性化采购的需求，还可以提供数据的分

析和决策的支持[3]。然而，大多数学者围绕电子商务平台在国有企业的直接价值应用及其实践探索路径

进行分析，对平台与企业治理结构、制度体系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探讨较少，缺乏对制度协同与战略匹

配的系统分析。关于国有企业在平台运营中面临的跨部门协同、数据整合障碍和管理机制缺失等问题，

研究多流于现象描述，缺乏针对性解决路径和可操作性建议。目前对平台生态构建、平台与国家战略衔

接、以及平台经济在国有企业中的落地机制等方向的研究相对薄弱，难以回应平台长期演进和战略转型

的现实需求。因此，针对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在技术融合、制度协同、组织转型与生态构建等方面的

系统性研究亟需深化与拓展。 

2. 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建设现状分析 

2.1. 国有企业电子商城的主要功能与模式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逐渐成为提升企业采购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便利

员工生活、员工福利采购、推动资源整合和国有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关键手段。例如，目前比较成熟的国

有企业电子商城有中国石化集团的“中石化易派客”、国家电网集团的“物资供应链统一服务平台”以

及中国中铁集团的“中铁鲁班电子商务平台”等等，国有企业的电子商城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

的采购平台，它会直接接入京东、得力等优质电商供应链来满足员工采购，并且会结合公司的工程物资

采购需求，直接对标集团物资采购来满足集团生产需求。基于电子商务系统的采购业务信息化、数字化

转型已成为企业探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4]。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是一个集采购管理、供应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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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工具，具有自营采购平台、第三方接入平台、混合接入平台等多种

模式。 
第一，在自营采购平台中，企业可以完全掌握采购过程，包括供应商选择、定价策略、订单管理以

及数据的汇总与分析。自营模式要求企业需要具备较强的技术支撑和运营管理能力。通过自建平台，企

业能够确保采购的透明性和定制化。自营平台还能通过设计与企业实际需求匹配的功能模块，提升操作

的便捷性与灵活性，减少对外部平台依赖的风险。企业可以自定义审核流程、采购流程和库存管理，从

而精确控制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确保物资采购和资源的合理分配。但是，自营平台的建设成本较高，

涉及到的技术开发、运维以及人员管理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与资金。 
第二，第三方平台接入模式主要依赖现在已有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京东、美团等来进行

商品的采购或供应商管理。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快速接入成熟的电商生态系统，降低建设成本和运

维难度。同时，企业可以利用第三方平台的现有流量和商家资源，提升采购效率。然而，这也带来了一

定的挑战，特别是在数据安全、供应商管理、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企业对第三方平台的依赖性较高，

这可能导致采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 
第三，混合平台模式则结合了自营平台和第三方平台的优势。企业可以在自建平台上完成核心的采

购管理和数据分析，同时接入第三方平台进行物资采购或扩展供应商选择。此模式通过平衡自主性与外

部资源利用，能够提供更高的灵活性。例如，企业可以选择自营平台管理核心的战略采购，而非核心商

品则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购买。混合平台能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和资源条件，灵活调整其采购策略，

既避免了过度依赖单一平台的风险，又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市场资源。 
第四，在功能模块方面，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涉及多个关键环节。在采购管理模块中，企业通过

该模块发布采购需求、选择供应商、审核合同和跟踪订单进度。此功能不仅提高了采购流程的透明度，

还加强了对供应商的管理和绩效评估，降低了人为操作的风险。在数据分析模块中，其作用是提供实时

数据支持，帮助企业对采购的成本、效率、供应商表现等进行深度分析。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可以

实时监控物流信息，确保物资的及时供应，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5]。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

管理层可以及时掌握采购动态，发现潜在的优化空间。在员工生活采购模块中，该模块作为企业对员工

福利的一部分，为员工提供便捷的生活采购通道，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归属感，同时也能通过集中

采购降低成本。 

2.2. 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建设实践分析 

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满足企业日常采购的时效性和规范性，还需要解

决信息系统的有效集成以及全流程的数据共享和协同的实现问题。电子商城平台的架构设计至关重要，

它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可扩展性和未来的维护成本问题。 
平台架构与运行流程是电子商城平台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一个完善的电子商城平台通常包含多个子

系统和服务模块，如前段用户界面、后台管理系统、数据仓库等等。前端用户界面需要简洁直观，能够

支持采购员、供应商等各类用户的操作需求。后台管理系统则需要具备强大的功能，能够对采购过程中

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确保订单的执行和供应商的管理都在可控范围内。数据仓库则承担着平台

中大量数据的存储与处理任务，为数据分析模块提供数据支持。平台的数据分析工具能够帮助企业深入

分析供应链数据，预测需求变化，优化库存水平[6]。平台的运行流程需要通过精确的工作流设计，确保

从采购申请到订单完成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和标准操作流程。 
数据整合与信息化成效是平台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另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建设的最终目

的是提升企业采购的透明度，减少人为干预，便利员工生活采购，提高采购效率和对于员工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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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构建不仅仅是数字化管理工具的引入，更多是如何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数据的整合，打破不同部

门之间的数据孤岛。企业中的采购部门、财务部门和供应链部门的数据应该能够无缝对接，信息流通应

实时同步。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为高层决策提供依据。这种信息化

的成效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帮助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更快速、更科学的决策。 
提高采购透明度与效率是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通过平台系统的实时监控

功能，企业可以清楚地了解每一笔采购订单的执行情况，防止信息滞后和失真。平台可以根据实际需

求与供应商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及时交货并避免因库存过多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在物资采购招标过程

中，要仔细审核中标企业的资质和能力，优选最佳的供应商，还要在采购中创新物资采购管理相关工

作，有效推动国有企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优化相关采购方式，提高采购质量，同时保证采购物资管理水

平[7]。同时，系统自动化处理大量采购任务，减少了人工操作中的失误和延误，使得采购过程更加高

效和规范化。借助平台数据分析功能，企业还能够快速评估采购过程中的瓶颈，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改

进。企业还可以通过平台对供应链进行精细化管理，提升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从而更好地适

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支持企业战略决策的数据支撑作用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电子商城平台收集的数据，

企业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了解市场动态、供应商表现和采购成本等信息。这些数据不仅能够为企业的日

常运营提供支持，更能够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精准的参考。例如，在制定年度采购计划时，企业可以

根据平台提供的数据来预测市场需求和采购成本，为决策者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

帮助企业减少盲目决策，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3. 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建设关键问题诊断 

3.1. 技术层面问题 

当前，国有企业在电子商城平台建设中普遍存在功能碎片化和系统集成难度高的问题。一方面，平

台的功能往往随着业务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叠加，缺乏顶层设计与整体架构规划，导致功能模块之间缺乏

有机衔接。各业务模块独立开发、相互割裂，使得用户在操作过程中频繁切换系统，影响整体使用体验，

降低了平台效率。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原有的数据系统、财务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等通常采用不同厂

商的技术标准和接口规范，缺乏统一的数据接口和通信协议，造成系统之间难以实现顺畅集成。这不仅

加重了系统维护与开发成本，也限制了平台在信息共享、流程自动化等方面的功能拓展。由于不同系统

在数据结构、口径、更新频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平台难以实现统一的数据视图和一致性管理。在缺

乏统一标准的数据体系支撑下，采购决策依赖的分析数据常常存在逻辑不一致、指标口径混乱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数据驱动管理的科学性。标准化体系的缺失也使得平台难以进行横向对接与纵向整合，制约

了后续数字化生态构建的可能性。 

3.2. 制度机制障碍 

在制度机制层面，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的发展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首当其冲的是市场化运作与

公共服务职能之间的平衡难题。国有企业既承担经济效益目标，又需履行政策导向与社会责任，在电子

商城平台的设计与运营中，往往存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例如，在选择供应商和设置准入门槛时，

过度强调合规性和政策性可能削弱平台的市场竞争力，而过度市场化则可能削弱公共资源的监管能力，

导致监管风险上升。 
其次，部门协调机制的不畅严重阻碍了平台的高效运行。国有企业内部往往存在较强的部门本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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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同职能部门在采购流程中的职责界定不清，信息共享不足，缺乏协同机制。平台推进过程中，技

术部门、采购部门、财务部门往往各自为政，导致流程衔接不顺畅、权限配置冲突频发，影响平台运转

效率和业务协同水平。 
再者，平台运行责任与权限的模糊化也是普遍问题。当前许多国有企业在平台运维管理中，缺乏明

确的责任主体和制度保障，平台由谁主导、谁负责、如何监督尚未形成系统机制。由于责任边界不清，

当平台出现故障、数据错误或采购争议时，往往难以追责，甚至出现多方推诿的情况，影响平台的稳定

性与权威性。 
最后，传统采购机制与电子化手段之间的摩擦也不容忽视。传统采购习惯以人工操作、纸质流程为

主，许多管理制度尚未实现电子化同步更新，导致在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出现流程断裂、审批滞后等问

题。部分制度规定未能适应平台自动化、智能化的新需求，形成制度性“瓶颈”，阻碍平台效益的全面发

挥。 

3.3. 人员与管理短板 

在人力资源与管理方面，平台建设和运维也面临明显短板。一方面，平台运维人员数字素养不足，

制约了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优化。多数企业在平台建设初期由外部厂商主导开发，内部运维团队缺乏

系统培训与技术积累，无法独立应对系统升级、数据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技术挑战。这一问题在平台运营

进入常态化阶段后愈加突出，导致平台维护频发故障，响应效率低下，影响用户满意度。 
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对电子平台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平台难以获得持续资源投入和战略支持。

在部分国有企业中，电子商城平台仍被视为辅助性工具而非核心业务系统，缺乏战略高度的制度设计与

绩效导向。管理层未能将平台建设纳入企业治理和绩效考核体系，导致资源配置不充分、发展动力不足。

对平台数据价值的认知不足，使得管理层在数据驱动决策、风险控制、供应商治理等方面缺乏系统化利

用平台能力的意识，限制了平台从“工具”向“引擎”的角色转变。 

4. 优化建设路径与对策建议 

4.1. 推动技术融合与系统集成 

技术融合与系统集成的核心在于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整合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的各项功能，提升

平台的运营效率、服务能力和安全性。通过引入 AI 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国有企业能够突

破传统技术架构的局限，促进平台的深度集成与智能化转型，为更高效的采购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第一，引入 AI 技术是提升平台智能化程度的首要措施。AI 技术，尤其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能

够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来预测采购需求、优化库存管理，甚至可以自动生成采购订单或调整供应链策略。

平台可以利用 AI 技术进行实时数据分析，提前识别市场趋势和潜在风险，从而提高决策的精确性与前瞻

性。例如，AI 能够解析供应商的合同条款，识别潜在的风险或不公平条款，减少人工审核的工作量。 
第二，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可以通过对企业过去采购行为、供应商表现及市场行情的分析，进行全

方位的数据挖掘和预测建模。大数据的优势在于其能够从大量复杂的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帮助企业实现精准的需求预测、个性化采购方案及供应商绩效评估。这种信息化管理可以为企业的决策

提供坚实的支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 
第三，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具有提高交易透明度、保障数据安

全的功能。在电子商城平台中应用区块链技术，不仅能够确保采购交易的真实性和透明度，还能对采购

数据进行加密保护，避免数据泄露与篡改，增强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信任。通过区块链技术，企业还可

以实现供应链中的各环节数据共享，提升供应链管理的协同效率和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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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度设计与治理结构 

第一，跨部门协同机制是优化平台建设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中，采购、财务、技术、法务等多个部

门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能，在平台的建设与运营中，这些部门往往各自为政，导致信息流通不畅，协调难

度大。为了消除这些问题，企业应通过构建跨部门的沟通与决策机制，如设立专门的跨部门工作组、定

期召开协调会议等方式，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和协作。通过这一机制，企业可以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及时发

现问题并迅速解决，避免部门间的信息滞后和决策偏差。 
第二，明确平台管理权责体系对于确保平台稳定运行至关重要。当前，许多国有企业的电子商城平

台在管理责任的界定上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这不仅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还容易导致责任不明、推诿

现象的出现。为此，企业应从平台设计阶段起，明确各级管理者、运营人员、技术人员的职责，确保每一

项工作都能有人负责，且责任清晰。与此同时，平台的运营管理应当形成一套清晰的流程与绩效评价机

制，定期评估各部门的运行效果，并依据绩效制定相应的奖励与改进措施。 
第三，采购规范化与流程透明化的推进是优化平台治理的核心目标。企业在推动电子商城平台建设

的过程中，应加强对采购流程的标准化建设，明确每一环节的操作规范，避免因流程不清晰导致操作失

误或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同时，通过数据透明化和公开化，企业能够提高供应商与采购方的信任，降低

采购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提升平台的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 

4.3. 加强人员培训与组织转型 

国有企业在推动电子商城平台建设的过程中，人员管理和组织转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传

统的工作模式与新的数字化平台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必须通过系统的培训与组织转型，帮助员工提

升数字化素养，增强平台的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 
第一，提升员工数字素养与平台使用能力是推动平台成功应用的基础。当前，国有企业在平台建设

初期，常常忽视基层员工的培训，导致部分员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无法高效操作平台，甚至因技术不熟

练而造成错误操作。因此，企业需要系统地开展培训课程，特别是对于基层员工和技术人员，定期开展

操作流程培训和技术应用培训。此外，企业应当定期检查员工的操作技能，并根据员工的反馈及时调整

培训内容，确保培训的有效性。 
第二，激发基层员工与中高层的数字转型意识，让他们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

更是管理模式与工作方式的变革。尤其是中高层管理者，他们的转型意识直接决定着整个企业的数字化

战略能否落地。为此，企业应定期举行管理层数字化转型培训，帮助他们理解平台的重要性，并通过数

据驱动的决策支持平台进行日常管理。同时，鼓励基层员工提出数字化管理的创新思路，激发他们对平

台的参与感和创造力。 
第三，建设学习型组织，推动管理模式转型是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市场和技术的不断

变化，企业必须具备持续学习与适应新技术的能力。为此，企业应鼓励员工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创建知

识共享平台，推动信息与经验的交流与积累。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能够不断积累数字化管理经验，逐步

转变为一个适应快速变化的学习型组织。 

4.4. 打造“国有企业 + 平台经济”新生态 

打造“国有企业 + 平台经济”新生态是推动国有企业平台化转型的终极目标。通过推动平台向生态

化发展，企业不仅能够优化内部资源配置，还能实现与外部市场的深度融合，从而提高其在数字经济中

的竞争力。一方面，平台生态化发展意味着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采购功能，而是

向更广泛的产业链与服务链拓展。企业应鼓励平台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打造开放、共享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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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提升平台的附加价值。例如，平台可以通过整合供应商、物流商、

技术服务商等资源，构建一个以采购为核心、供应链协同为特色的多方参与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国

有企业应积极参与国家级数字平台建设，为国家级公共资源配置提供服务。在数字化和平台化的背景下，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参与国家级平台建设，优化公共资源配

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数字化服务。这不仅能增强国有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还能进一步推动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 

5. 结语 

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建设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场景。国有企业电子商城平台的

演进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竞争力重塑的历史进程，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枢纽节点。其发展

轨迹将承载着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力量的重构逻辑，在全球化产业链变革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与治理智慧。未来应不断推动电子商城平台从工具性应用向战略性基础设施升级，使其成为国有企业引

领产业变革、服务国家战略的数字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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