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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基于全寿命周期理念的实物ID全流程贯通管控模式。通过对全寿命周期管理理念的深入解

析，结合物资管理的实际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创新的物资管理模式。该模式通过为实物资产分配唯一

的实物ID，并将其与项目编码、WBS编码、物料编码、设备编码、调度编码、资产编码和废旧物资编码

等关键编码进行关联，实现了资产全寿命周期内的信息整合和共享。本文首先分析了全寿命周期管理存

在的问题和挑战，然后详细阐述了实物ID全流程贯通模式的构建，包括编码规则制定、八码信息关联、

信息管理系统构建、典型场景应用等方面。最后，通过典型场景验证了该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展

望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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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full-process control mode of physical ID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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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full life cycle.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materi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material manage-
ment model. This model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throughout the life cy-
cle of assets by assigning unique physical IDs to physical assets and associating them with key codes 
such as project code, WBS code, material code, equipment code, scheduling code, asset code and 
waste material cod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life cycle 
management, and then elabo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physical ID, including 
the formulation of coding rules, the association of eight-code inform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
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ypical scenarios. Finally, the feasibility and ef-
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are verified by typical scenarios,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is pro-
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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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网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电力供应的不断增长，电网企业固定资产的规模和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物资管理成为企业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传统的物资管理模式往往注重物资的采购、存储和使用等环

节，而忽视了物资在全寿命周期内的信息管理和优化。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导致物资信息的碎片化，还增

加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物资利用率。因此，如何构建一种高效、准确、全面的物资管理模式，成为当前企

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全寿命周期管理理念概述 

全寿命周期管理(Life Cycle Cost，简称 LCC)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在于对长期效益的

深刻理解和追求。这一理念强调通过采用一系列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策略，对规划、建设、生产、运

营及退役等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布局和精细管理，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效益的最优化

[1]。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寿命周期管理已在交通运输、航天科技、国防、能源等多个关键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验证。这些领域都涉及到大量的投资、复杂的技术和长期的运营，全寿命周期管理的

引入为它们提供了更为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和决策依据。在全寿命周期管理的框架下，企业需要全面

考量项目的规划合理性、工程质量、生产安全性、运行可靠性等多个维度，以确保项目在全寿命周期内

都能够保持高效、稳定的运行。这种全面性的考量有助于企业避免短视行为，实现长期效益的最大化。

此外，全寿命周期管理还着重于信息的完整性和精确性，它要求企业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建立有效的信

息流通与沟通机制，确保项目信息的实时反馈与共享。这种信息的高效流通和共享有助于企业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避免潜在的风险和损失。全寿命周期管理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实现资源的科学配置

与工作流程的高效优化，进而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市场地位[1]。 
基于这一理念，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全寿命周期理念的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管控模式，旨在通过企业

级信息系统贯通供应链全环节业务流程，实现资产全寿命周期内信息的追溯、共享和高效管理，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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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供应链数字化水平，推进全链业务和数据的全面融合贯通。 

3. 全寿命周期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是一种从企业长远利益出发，采用各种科学、先进的管理方式与技术手段，对

资产进行统筹规划设计、运行维护、建设实施以及报废回收等环节的全面管理。然而，在资产全寿命周

期管理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以下是对这些问题的详细归纳： 

3.1. 信息追溯问题 

在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实践中，一旦遇到质量问题或设备故障，常常需要回溯物资的源头、生产流

程及使用情况。然而，传统的管理方式在信息追溯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往往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

间成本被消耗。 

3.2. 业务协同问题 

企业的供应链运营涉及多个专业部门的紧密协作，展现出业务联系广泛且流程繁琐的特性。在跨部

门、跨系统的协同作业中，仍依赖人工催促和线下操作，尚未实现全链条线上化管理与监控的闭环[2]。 

3.3. 数据贯通问题 

数据标准缺乏统一性，不同专业领域在数据命名和管理力度上存在差异，导致数据共享效率低下；

前后端数据尚未实现全面贯通，后端数据未能充分利用，尚未建立起覆盖公司资产全寿命周期的管理模

式[3]。 

3.4. 融合场景需求问题 

企业供应链中各专业领域对数据的关注点各有侧重，导致数据细化程度和标准化水平存在差异，同

时单据操作种类繁多。在业务环节相互衔接时，只有部分至关重要的关键数据得以传递，而大量其他数

据在后续环节被忽视或未得到妥善处理。 

4.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管控模式构建 

针对传统全寿命周期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本文提出基于全寿命周期理念的实物 ID 全流程贯

通管控模式。该模式以实物 ID 为核心，通过构建企业级的信息系统，实现资产全寿命周期内信息的追

溯、共享和高效管理。 

4.1. 实物 ID 的定义 

 
Figure 1. Physical ID encoding rules 
图 1. 实物 ID 编码规则 

 
实物 ID 是赋予每一个电网设备资产不同的数字序列，作为全网范围的唯一的终身身份编码。通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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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子标签、RFID 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技术，应用电子标签的快捷数据采集，实现信息完整可追溯、跨系

统贯通、设备的全寿命周期管理。目前，电网设备资产实物 ID 由 24 位十进制数据组成，代码结构由公

司代码段、识别码、流水号和校验码 4 部分构成，实物 ID 编码规则见图 1。 

4.2.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目标 

实物 ID 编码，是电网实物资产管理的终身唯一标识。以实物 ID 为核心，贯通项目编码、WBS 编

码、物料编码、设备编码、资产编码、调度编码、废旧物资编码，打通资产管理业务全流程环节，实现实

物 ID 全流程贯通。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编码的定义见图 2。 
 

 
Figure 2. Defini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physical ID through the code 
图 2.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编码的定义 

4.3.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的思路 

基于供应链管理平台，采用实物 ID 作为核心连接点，结合二维码、射频识别等先进技术，将规划设

计、需求计划、招标采购、生产制造、产品交付、合同执行、施工安装、运行维护以及退役回收等各个环

节的业务信息进行关联。通过数据库和管理模块来收集这些信息，能够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的追溯、共

享与应用。这一举措旨在推动以实物 ID 为核心的资产全生命周期的连贯管理，从而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之间的新型协同合作模式[4]。 

4.4.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融合设计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融合设计，不仅深入融合了实物 ID 在全流程中的应用，还确保了业务流程的高

度标准化以及数据模型的全方位规范化。通过精心打造的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关联设计，以及广泛应用的

典型场景实例，结合科学制定的实物 ID 指标体系和完善的管理支持体系，为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模式的

成功实施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和全面的保障。 
以实物 ID 的全生命周期为核心，对规划计划、需求计划、招标采购、生产制造、产品交付、合同执

行、施工安装、运维管理以及退役回收这九大业务环节进行了全面的建模。通过实物 ID，我们将这九大

环节的关键字段编码串联起来，并将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如项目编码、WBS 编码、物料编码、设备编

码、调度编码、资产编码以及废旧物料编码)与实物 ID 进行关联，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关系见图 3。同时，

我们还利用业务间的关键数据编号(如批次计划编号、采购申请编号、采购项目编号、订单编号以及监造

任务编号等)进行相互关联，从而实现物资供应链九大环节在实物层面的无缝对接与融合。依托实物 ID，

确保实物资源本身、实物 ID 以及相关数据之间紧密相连。从实物的角度出发，横向整合业务、质量以及

成本等全方位的数据[4]。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2056


姜晨 
 

 

DOI: 10.12677/mm.2025.152056 196 现代管理 
 

 
Figure 3. Physical ID whole process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3.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关系图 
 
在规划设计阶段生成② 项目编码及③ WBS 编码，在需求阶段生成采购申请及④ 物料编码，通过

项目编码与采购申请关联实现规划设计与需求计划两大环节的业务贯通。在招标采购阶段合同生效后生

成① 实物 ID，通过实物 ID 与采购订单、合同、采购项目与采购申请的关联，实现招标采购与需求计划

的关联，并为实物 ID 逆向关联奠定基础。在生产制造、产品交付、履约执行三个阶段以实物 ID 为纽带，

实现三个阶段间及招标采购阶段的关联。施工安装阶段，通过设备台账维护生成⑤ 设备编码并与⑦ 调
度编码关联，通过工程转资生成⑥ 资产编码。通过建立实物 ID 与项目 WBS，实物 ID 与资产编码、实

物 ID 与设备编码的关联实现施工安装与履约执行等前序环节的关联。在运行维护阶段，通过设备编码与

实物 ID 的关联实现运行维护与施工安装等前序环节的关联。在退役回收阶段生成⑧ 废旧物资编码，通

过废旧物资编码与实物 ID 的关联实现退役回收与运行维护等前序环节的关联。 

4.5. 信息系统的构建 

秉承“一码贯通，双流驱动”的核心理念，构建供应链工单中心，旨在标准化管理物资供应链的“九

大核心环节”中的业务场景工单及作业步骤。以业务工单为核心工具，作业过程即实时记录，记录内容

即转化为数据，数据伴随着业务自然而然地产生，无需额外操作。这样，从规划设计、招标采购、施工安

装、运行维护、技术改造与大修、设备质量管理、财务资产转移、调度运行等供应链全过程中的关键信

息，都能随着业务流程的推进自动汇总，构建了一个坚实的供应链数据资产基础。同时，以实物 ID 为桥

梁，紧密连接业务过程与关键数据，从而打造出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全过程视图，实现了“实物流”与“业

务流”的无缝对接与融合。 
实现供应链工单的业务流程化及智能化，以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核心，紧扣绿色供应链的九大

核心业务环节，针对每个关键业务场景进行“工单化”改造，确保每个场景都有对应的工单，而场景内

的各个业务环节则按照“作业”来组织和管理，并通过实物 ID 将各个作业环节串联起来。供应链工单中

心负责接收、整合并管理这些核心业务场景的工单，并在此基础上为供应链各业务环节的无缝对接与融

合提供坚实的支撑。 

4.5.1. 标准化工单数据信息 
工单中心致力于将原有各业务场景下的非标准化、线下作业流程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化的流程，并

详细记录每个作业流程中的关键信息。同时，它还负责统一各个业务场景及作业环节的数据标准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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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4.5.2. 贯通供应链关键业务环节 
工单中心利用实物 ID 作为连接点，能够识别并关联实物 ID 与各业务工单中的核心数据，从而实现

各业务工单作业流程的顺畅衔接。此外，它还结合了作业信息的实时集成功能以及实时的作业预警和督

办机制，进一步确保了各环节关键信息的畅通无阻。这样，作业人员便能够通过工单中心获取到供应链

的全面视图信息，从而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供应链关键业务环节的无缝对接。 

4.5.3. 支撑跨业务融合应用的构建 
借助业务工单化的方式，资产全寿命周期中的关键信息被详尽地记录在工单之上，并通过实物 ID 这

一桥梁，在供应链工单中心实现了集中汇聚。这些信息通过工单在各个专业领域之间自由流通与共享，

从而为未来构建公司级的资产全寿命管理体系，并实现跨业务的融合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典型场景应用 

质量和成本这两类在设备全生命周期中至关重要的信息为核心，充分利用实物 ID 的桥梁作用，将物

资采购、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等各个环节所产生的设备质量信息紧密关联起来。通过工单与实物 ID 之间

的对应关系，我们能够精确地将各阶段的作业成本分摊到具体的单体设备上，进而实现基于实物 ID 的设

备全生命周期成本(LCC)分析[5]。 
 

 
Figure 4. LCC cost analysis model based on physical ID management 
图 4. 基于实物 ID 管理的 LCC 成本分析模型 

 
聚焦于实物资产的管理，利用实物“ID”标签作为信息交流的桥梁，开创性地实施了一种融合了多

项业务要素的一体化运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实物 ID 为基础的全流程贯通(涵盖项目编码、W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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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物料编码、实物 ID、设备编码、调度编码、资产编码以及废旧物资编码)，以实现业务信息的全面

追溯。这一机制为资产全生命周期成本(LCC)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基于实物 ID 管理的 LCC 成本分析阶段主要涉及：投入期成本(C1)、运行成本(C2)、检修成本(C3)、

故障成本(C4)及报废期成本(C5)，基于实物 ID 管理的 LCC 计算公式为： 
LCC = C1 + C2 + C3 + C4 + C5 

通过实物 ID 可获取各阶段作业成本，实现基于实物 ID 的设备 LCC 分析，基于实物 ID 管理的 LCC
成本分析模型见图 4。 

在引入全寿命成本管理(LCC)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应用，我们致力于在满足安全、

效益和效能要求的同时，实现资产全寿命周期成本的最小化，深入探索了跨专业、跨领域数据的整合与

应用，以期推动电网设备在其全寿命周期内达到成本最优化的状态。 

6. 结论与展望 

通过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我们构建了一套基于全寿命周期理念的实物 ID 全流程管控模式。通过统一

的实物 ID，将电网物资的规划计划、需求计划、招标采购、生产制造、履约执行、产品交付、施工安装、

运行维护、退役处置供应链九大业务环节进行无缝连接与高效管理。在模式的构建过程中，首先，确立了

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的核心思路，即通过唯一的实物 ID，实现物资信息的全程追溯与共享；其次，设计了

实物 ID 全流程的贯通融合方案，确保各环节数据的一致性与准确性；随后，研究了支撑该模式运行的信

息系统实现方式，以使各专业的数据实现自动化采集、处理与分析。最后，探索了基于实物 ID 管理的 LCC 
(全生命周期成本)成本分析的典型场景应用，验证该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通过一系列的实践与验证，

我们进一步确认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管理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它不仅能够显著提升电网

物资的管理效率与精确度，还能有效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为电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展望未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持续进步，实物 ID 全流程贯通的管控模式

将迎来更为深入的完善与优化。具体而言，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将使得物资信息的实时获取与传递成为可

能，通过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和预测故障，将助力电网企业优化维修策略，降低运营成本；大数据分

析技术则能够揭示物资管理中的隐藏问题与潜在规律，通过深度挖掘和分析电网设备数据，将助力电网

企业实现更精准的故障预测、更优化的维修策略以及更高效的能源管理；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则将

推动物资管理向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向迈进，实现电网资产的精准定位和追踪，提升了资产管理的效率

和准确性，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电网运营效率。这些技术的革新将为物资管理领域注入更高效、精

确、全面的动力，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并助力其实现智能化升级，为实现实物流、业务流双流

驱动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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