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字化新采购发展白皮书
2020年

海量行研报告免费读



2©2020.10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摘要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发展趋势：数字化新采购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向着更贴近业务需求、更智能、更安
全迈进。工具型厂商更专注于细分场景的痛点，直达采购需求，而综合型厂商能够
发挥大平台背景的优势，帮助大型企业进行整体采购解决方案的顶层设计。

概念界定：数字化新采购是传统采购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实践，通过人工智能、物联
网、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技术实现全流程智慧管理、云端协同等。数字化采购厂商
仅指为企业提供采购服务的技术型厂商，具体可分为综合型和工具型两类，不包括
B2B电商采购平台。

市场规模：疫情推动了数字化采购技术在大中型企业采购领域中的应用，2019年中
国企业数字化采购的市场规模为112.4亿元，2022年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

产品选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电商采购习惯的渗透，区域间协调保证供应
时效的需求被带动，但是目前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综合技术实力更强、
有较深技术积累的厂商的产品与服务将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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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下的新采购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进步，以信息基建为核心的新机遇
“新基建”是指进行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强调新技术、新需求、新机制，如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中的信息基础设施也被称为“数字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基座，是推动企业全面数

字化转型的基础保障。其中工业物联网和大数据对采购业务的数字化有相对显著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的

普及，采购环节的技术变革成为可能，也赋能产业进一步提升其商业价值。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加将推进产业的数字化

升级，而数字新基建带来的大数据优势、更加丰富的商城品类，以及AI赋能的自动化采购，都为数字化新采购的实现贡献

了更多可能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20年4月，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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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下的新采购
政策推动数字化采购的实施，推动供应链创新应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2020.03 工信部 《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

2020.03 工信部 《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

2019.11 工信部 《企业数字化采购实施指南》

2019.07 银保监会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指导意见》

2019.0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7.10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指导意见》

2017.04 工信部 《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2017.03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互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案（2017-2019年）》

2016.12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2014.12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近年来中央层面发布的数字化采购相关政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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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性需求

• 非生产性需求

数字化新采购的内涵
综合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企业采购全流程的效率提升
数字化采购是传统采购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实践。企业采购是指企业为了满足生产和经营需求，通过一定渠道大批量购进商

品的行为。数字化采购一方面强调企业内部采购业务流程上的数字化，意在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是指采购平台的电商

化升级。企业内部的采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云端协作等技术升级采购管理

系统，从而赋予其全流程可控、采购计划可自动执行、供应商寻源能力显著提升等特性。这里的“采购”有别于供应链中

将其定义为“采买行为”的传统概念，而是涵盖了从企业内部采购需求提报、供应商评估与选择、智能价格筛选、合同条

款分析与匹配到自动执行采购、供应商风险评估的全流程。

计划环节简化

采购需求获取
企
业
内
部
工
具

对接外部采购

• 信息筛选

• 价格匹配

数字化新采购的概念内涵示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 互联网采购平台 ✓ 自建供应商寻源数据库
合作流程简便
寻源范围扩大

内部管理效率提升

• 执行采购

• 资产管理

• 风险监测

• 合规管控

合规性、便捷性、全流程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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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采购的发展历程
从供应链环节到核心业务，从流程信息化到数字化智能化
采购在早期仅指企业管理的一个环节，与物流、交付、投产等共同组成了供应链体系。之后随着供应链管理概念的不断深

入，采购开始被认为是包括了需求搜集、采买以及投入使用的全过程。由于采购环节在企业降本增效的实践中意义重大，

所以采购业务的数字化升级也被逐步重视。我们将采购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最早期是以完全的线下采购为主，范围

局限在企业所在城市地区。第二阶段是信息化采购，应用计算机对业务信息进行留存。第三阶段是数字化采购，得益于产

业互联网的发展和基础信息建设的进步，所涵盖的内容也扩展为从供给端的寻源、匹配、采购，管理和需求端的需求统计、

上报、采购、分发全链条的泛采购概念。未来的第四阶段，采购业务将在充分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构建采购生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1.0

传统采购
形式上以线下采购为主

存在环节不透明、供应商选择范围小的特点

2.0

信息化采购
采购过程有信息化记录

注重业务流程中的互联网技术应用

主要依托ERP系统和外部电商平台

3.0

数字化采购
依托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

构建采购网络，实现全流程采购管理

4.0

智能化采购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可依托大数据沉淀智能采购、实现智能风控

中国企业采购环节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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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采购的流程痛点
供给与需求彼此割裂，整体采购效率低下
传统采购作为几乎所有企业的常规业务活动之一，在形式上常以线下人力采购为主，主要集中在月末、季末或者年末。采

购业务的对象通常可分为生产性物资和非生产性物资采购两类。生产性物资主要指企业投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设

备等，这类物资往往品控严格、成本高昂；而非生产性物资通常指办公耗材、生活日用等品类。

传统采购在生产性物料方面的风险预警和灵活应用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尤其在面对“新冠疫情”这类突发事件时更加凸显，

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同时在非生产性物资方面，传统采购流程也难以保证采购物品能够贴合员工的真实需求，

进而对员工满意度造成影响。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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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1）易于确认产品细节；2）供应商稳定可靠；3）联系方便

短板：1）突发事件下应变能力弱；2）存在供应商履约风险；3）企业选购范围受供应商数量限制；

4）采购活动依赖核心成员的经验而非企业的数据；5）采购系统过度依赖ERP、OA等系统，缺乏业务沉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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