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第一批典型经验做法 

创新领域 典型经验 主要做法及成效 试点主体 

一、积极探索政

府公共服务和治

理新模式 

（一）完善试点工作

推进机制 

浙江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主抓试点工作，省商务厅会同经信、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财政、人行等部门建立“1+N”工作协调机制，并开展省级供

应链试点，形成点面结合、纵深协同的国省两级试点梯度培育体系；江苏

省建立由 24 个部门组成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启动省

级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156 家重点企业与 18 条重点产业链条培育工作，建

立省级专家库和江苏省现代供应链协会，编印发布《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白

皮书》，支持高等院校设立供应链研究机构。 

浙江省、江苏省 

（二）推动供应链跨

区域协同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4 省市建立供应链跨区域治理机制，通

过建设基础设施数据库，公开发布基础设施白皮书等多种方式，强化供应

链互联互通，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供应链资源优化配置。 

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 

（三）构建供应链工

作新载体 

上海市依托平台资源集聚能力强、辐射带动范围广的特点，鼓励平台建立

完善的准入制度、交易规则、质量与安全保障、风险控制、信用评价机制

等制度规则，引导供应链上下游规范有序发展；青岛市建立全球供应链产

业创新联盟和研究合作机构，引导企业强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间

组织等合作，推动供应链技术、服务、模式和标准等多方面的协同创新，

构建供应链自主创新立体体系，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中国（福建）自

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成立中国（厦门）供应链科创中心，为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提供智力支持、行业咨询等，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创新与应用实验室，密

切政、产、学、研协作。 

上海市、青岛市、

中国（福建）自贸

试验区厦门片区 

（四）完善供应链公

共服务 

张家港市构建涵盖政府公共服务、征信公示、大数据资源共享和供应链资

源展示等功能的供应链公共服务信息平台，通过与政府公共服务中心信息

对接和整合，打通交易、通关、仓储、物流等数据接口，以政府公共数据

张家港市、东莞

市、武汉市、太原

市、泸州市 



 

资源整合共享赋能产业供应链协同优化；东莞市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与

广东“数字政府”平台深度对接，利用平台积累的科技、市场监管、社保、

海关、司法以及水电气等数据信息，为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信息采集、

信用评级、信息共享、融资对接、风险补偿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武汉市

支持企业建立“云上多联”平台，与有关部门统一数据接口标准，推动铁

路、港口、水运、公路、关贸等多式联运信息的实时对接，实现运载工具、

单证、结算、货物等信息的标准统一、互换共享，有效降低供应链综合成

本；太原市编制标准体系框架图及标准明细表，推动制定供应链管理团体

标准，建立起一套由供应链基础标准、作业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

信息化标准、安全标准等构成的、相对完整的标准体系；泸州市立足区域

特色优势，以酒业为重点，以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为带动，完善园区研发、

交易、信息等综合服务功能，构建“纵向成链、横向成群”的供应链生态，

吸引 252家企业入驻，形成以白酒生产加工为主，涵盖原粱种植、包材印

务、仓储物流、金融会展等完整产业链的白酒产业集群。 

（五）优化政策支持 

鞍山市贯穿“供应链+传统产业”主线，选择钢铁、菱镁、服装、农产品

等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方向作为重点领域，编制本地《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发

展规划（2019-2023年）》，发挥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作用；西安市整合国家、省级预算内投资等各项资金，引导社会资本设

立供应链创新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包括基金运作、项目投资、投后管理及

股权退出的全链条运作体系，精准投向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的供应链

创新发展项目；成都市出台《精准支持现代供应链体系发展政策措施》，

每年由市级财政给予 3000 万元固定经费，重点支持供应链平台建设、供

应链物流发展、供应链金融发展等 7方面；石家庄市依托国家“千人计划”、

河北省“外专百人计划”，石家庄市“人才绿卡”等人才培养、引进政策，

在落户、住房、科研经费、职称评定、社会保障、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

医疗和出入境等方面为优秀供应链管理人才提供便利条件。 

鞍山市、西安市、

成都市、石家庄市 

二、提升供应链

管理和协同水平 

（六）建设和完善各

类供应链平台 

欧冶云商构建由交易服务平台、专业服务平台和区域服务平台组成的平台

集群，各子平台紧密配合，共同为供应链上下游客户提供线上交易、支付、

欧冶云商、九州通

医药 



 

仓储、运输、加工、数据、技术、资讯等一站式服务，迅速集聚海量上下

游用户资源，产生规模效应；九州通医药通过供应链协同平台，连接上游

医药生产厂商和下游医院、诊所及连锁药店，基于终端订单信息开展需求

分析、预测，引导上游生产厂商科学制定生产计划，并通过对上游采购、

仓储、配送等进行统一管理，提高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 

（七）提供供应链一

体化、专业化服务 

厦门建发基于物流、信息、商务等供应链运营基础服务，围绕“整合资源”

“规划方案”“运营服务”三大核心工作，创新性提炼出“LIFT供应链服

务”体系，为客户提供“4→n”的个性化定制运营服务，促进企业降本增

效；物产中大围绕中小实体企业的需求和痛点，打造大型流通企业、当地

政府、地方龙头生产企业、区域中小企业合作共建的集成服务平台，提供

集中采购、仓储中心、物流配送、生产智能监控、出口整合等服务，开辟

了一条线下业务向线上服务、传统贸易向数据服务的转型路径，并向产业

集群特征明显的区域进行复制推广；浙商中拓聚焦各类基建和制造业客户

的物料和资金等供应链需求痛点，融合中拓全国线下网络和电商平台，数

字化协同整合社会仓储、运输及加工资源，为客户打造端到端的产销衔接、

库存管理、物流配送、半成品加工、套期保值等全链条集成化管理和一站

式服务；怡亚通整合全国各地流通资源，打造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为客

户提供集商贸交易、仓储服务、流通加工、干线运输、城市配送、产品产

销中心、智慧托管等于一体的流通服务，打造更智慧、更迅捷、更高效的

流通供应链新业态；传化智联构建线上与线下结合、自有资源与社会资源

结合的智能物流服务网络，应用智能技术，创新平台模式，为货主企业和

物流企业提供智能信息服务、“仓运配”物流供应链服务、智能公路港服

务、金融信息服务等各类服务，让企业物流实现一键发货、一单到底、全

程智能化管理和在线支付；江苏物润船联运用互联网先进技术，将“线上”

与“线下”融合，通过灵效大数据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智能智配系统整

合货运需求和运力，实时掌握 12万+船舶大数据及 500万辆货车运营轨迹，

提高供需双方智能匹配效率，优化供应链流通运作流程。 

厦门建发、物产中

大、浙商中拓、怡

亚通、传化智联、

江苏物润船联 



 

三、加强供应链

技术和模式创新 

（八）推动供应链与

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 

联想集团积极引入区块链技术，打造区块链与供应链“双链融合”模式，

促进代工厂、企业及供应商三方实时信息共享，增强整体流程的透明度，

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运转；中国移动自主研发大数据平台，汇集需求、寻

源、订单、供应商等信息，开发需求预测、采购寻源、需求/订单监控、

交付分析、质量管控等功能，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多维度数据挖掘和

全业务智能输出；菜鸟供应链应用无人仓、无人车以及人工智能等各类物

流技术产品设备，实现重体力、重复性劳动岗位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

人。利用信息化系统连接供应商、经销商、物流服务商，实时采集和反馈

货物的物流信息，引导供应链各环节加强协同，减少货物积压、提高周转

率；盒马鲜生通过大数据深度分析，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智慧供应链平台，

根据消费端的反馈调整供给能力，实现面向供应商的自动订货，并通过开

展消费者分析，帮助供应商进行分析决策，极大提高供需匹配的精准性，

便利供应商提前备货，减少无效库存，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 

联想集团、中国移

动、菜鸟供应链、

盒马鲜生 

（九）创新供应链发

展新模式 

国家电网以智能采购、数字物流、全景质控三大业务链为支撑，围绕产品

技术要求、应用场景、设备选型、采购策略等一整套采购流程制定精准采

购标准并在集团内统一推广应用。构建设备运转应用智慧物联网系统，并

向上游延伸至供应商生产端，以生产装备智慧物联实现从采购需求提报到

设备报废处置的供应链全流程智能化管控和业务数据化管理；海尔集团打

造供需高效对接的供应链协同平台，将用户需求和整个智能制造体系连接

起来，使用户全流程参与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物流配送、迭代升级

等环节，以用户需求驱动企业不断创新；浙江吉利将汽车制造业的互联网、

车联网、自动驾驶技术、新能源科技，以及吉利、沃尔沃遍布全球的加盟

商网络优势，创新应用于共享出行领域，并将运营数据与研发系统互联互

通，反哺新产品开发，快速提升新能源汽车技术。 

国家电网、海尔集

团、浙江吉利 

（十）积极布局全球

供应链 

青岛双星打造“创客网”资源整合平台，整合全球研发、交互、设计、实

验室、试车场等优质资源，迅速响应客户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运用自身

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轮胎定制服务；酷特智能支持

“人人都是创业者”，通过建设跨境电商定制直销平台，一端对接国内诸

青岛双星、酷特智

能、云南云天化 



 

多小微服装创业公司，一端面向国外定制店及消费者，提供定制产品和服

务，同时与自身强大的大规模定制化智能工厂互联，助推中国服装自主品

牌发展壮大；云南云天化依托遍布全球的终端销售渠道，与全球主要大宗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紧密联系，深度参与大豆、大米等战略物资生产过程，

强化对源头资源的控制，筑牢农产品供应链安全防线。 

（十一）推动绿色供

应链发展 

超威电源以二维码溯源技术、大数据、智能设备、智慧物流、绿色可回收

原材料替代等手段为支撑，结合销售与回收渠道网络共用、物流配送与逆

向回收运输同步、电池产品与废旧电池仓储共用等方式，构建全生命周期

绿色产业链闭环体系，实现电池生命周期可追溯、产品可回收、制造绿色

智能化、物流智慧化；苏宁易购积极推进绿色流通，加强对物流车辆、在

途货物等运输环节的管理，制定并严格执行百公里低油耗指标，通过定人

定车、GPS监控、人员节能意识和技巧培训等，实现“最后一公里”的低

碳运营，并与各地包装协会合作，对产品包装材料进行合规、环境影响、

资源节约、化学物质管理等多方面综合设计和评价，推出绿色共享快递盒。 

超威电源、苏宁易

购 

（十二）提升供应链

金融服务科技水平 

招商银行积极搭建开放的产融数字化平台，该平台基于区块链，微服务形

式部署在公有云，打通产业端系统，实现产业链与金融服务方的数字化协

同；提供网银等多渠道，为客户提供在线签署协议、在线发起融资申请、

在线放款等服务，实现供应链融资的全线上化操作。 

招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