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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

深圳市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协

会、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物贸集团（深

圳）有限公司、深圳越海全球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物

流商会有限公司、香港航运物流协会有限公司、澳门国际科技产业发展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林、龚叶超、郑艳玲、孙慧君、刘菊梅、黄晶武、孙卫平、邱普、陈明

璇、王华、张泉、高国庆、钟鸿兴、陈秉友、李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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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基本要求及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所具备的基本要求、评估原则、评估业务流程和评估指标体

系。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界定与管理，也适用于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第三方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商流  business process 

供应链中组织与组织发生的商务过程。 

[来源：SZDB/Z 295—2018，3.4] 

3.2  

物流  logistics 

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

施有机结合，使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进行实体流动的过程。 

[来源：GB/T 18354—2021，3.2] 

3.3  

信息流  information flow 

伴随供应链中的商流(3.1)、物流(3.2)、资金流而产生的信息的流动过程。 

[来源：SZDB/Z 295—2018，3.7] 

3.4  

资金流  fund flow 

伴随供应链中商务活动而发生的资金和票据往来的流动过程。 

[来源：SZDB/Z 295—2018，3.6] 

3.5  

供应链服务  supply chain service 

一家组织承接另一家组织服务业务外包，并对其供应链的商流(3.1)、物流(3.2)、信息流(3.3)

和资金流(3.4)进行整合和优化，从而形成一种创新性一体化商业服务。 

[来源：SZDB/Z 295—2018，3.2] 

3.6  

智慧供应链服务  smart supply cha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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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方法，对供

应链从最初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整个业务流程涉及的商流(3.1)、物流(3.2)、信息流(3.3)和资金流

(3.4)进行整合和优化，在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构建的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的技术和管

理的综合集成系统。 

3.7  

智能技术  intelligent technology 

使产品或事物具备类似人类智慧特征的技术，综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及其他领域软硬件技术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来源：GB/T 41834—2022，3.1，有修改]  

3.8  

智能设备  intelligent device 

融合智能技术，具有感知、分析、决策、控制、执行功能的设备。 

[来源：GB/T 41834—2022，3.2]  

3.9  

智慧物流  smart logistics 

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相关信息技术，通过全面感知、识

别、跟踪物流作业状态，实现实时应对、智能优化决策的物流服务系统。 

[来源：GB/T 18354—2021，3.34] 

4 缩略语 

以下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BI：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CRM：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RP：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OA：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 

OMS：订单管理系统（Order management system） 

RFID：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PDA：手持移动设备（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SaaS：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TMS：运输管理系统（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ystem） 

VR：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WCS：仓库控制系统（Warehouse control system） 

WMS：仓库管理系统（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5 基本要求 

5.1 基本条件 

5.1.1 经营要求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对经营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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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遵守运营中涉及的安全、节能、环保、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无不良经营行为； 

b) 具备与智慧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配套的战略目标、规划和实施； 

c) 具备配套智慧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预算和计划。 

5.1.2 人员设置与制度建设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对人员设置与制度建设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设置智慧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导机构和岗位，拥有智慧供应链服务相关的从业人员； 

b) 制定智慧化工作规范和管理制度； 

c) 制定针对管理层和基层员工的智慧化定期培训制度。 

5.2 技术要求 

5.2.1 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慧供应链服务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AI、AR/VR、人

脸识别、规则引擎、电子签章、网络标识解析等。 

5.2.2 智能设备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宜利用智能化设备提升采购、分销、物流、通关、生产管理等作业环节的

智慧化水平，智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智能分拣类设备，包括自动分拣线、分拣机器人等； 

b) 智能仓储类设备，包括自动立体库、AGV 小车、多层穿梭车、智能拆垛机械手、自动输送

设备等； 

c) 智能识别类设备，包括智能快递终端、手持扫描仪等； 

d) 智能包装类设备，包括封箱机、码垛机、收缩机、打包机、缠绕机等； 

e) 智能运载类设备，包括智能运货车、运载机器人、自动化搬运车等； 

f) 智能配送类设备，包括自动配送车、无人机等。 

5.2.3 网络与连接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宜应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络标识解析等网络和连接技术，开展人员、

办公、财务、仓库、车辆、设备、园区等节点资源的互联互通和信息采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充分利用 RFID、传感器、网络标识解析等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车、船、交通状况、商品

状态和位置的实时追踪、监测、识别和管理； 

b) 充分利用 5G、Wi-Fi 等网络技术实现移动作业的实时互联，应用手持终端 PDA、手机 APP、

AR/VR等实现随时随地作业； 

c) 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快智慧供应链上的业务环节产生的各项数据上云，实现

供应链大数据采集、处理、可视、智能分析和决策。 

5.2.4 云基础设施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宜充分应用各类SaaS云平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开展计算、存储等资源

的分布式部署，确保数据安全，支撑智慧供应链业务高效敏捷，为采购、分销等各项供应链服务业

务提供连续一致的云基础服务。 

5.2.5 业务运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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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供应链服务业务运作系统涉及采购、生产管理、分销、进出口、物流、金融等重要环节，

相关软件和数字化工具包括以下内容： 

a) 供应链管理系统包括ERP系统等； 

b) 订单管理系统包括OMS等； 

c) 物流管理系统包括TMS、WMS、WCS等； 

d) 财务管理系统包括BMS等； 

e) 办公及商业决策系统包括BI、OA、CRM等； 

f) 供应链协同平台； 

g) 系统数据共享和决策分析报表完整性。 

5.2.6 信息安全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对信息安全要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a) 做好机房的安全管理，制定详细的机房管理制度，确保服务器、UPS 电源及网络交换机等

设备的正常运行； 

b) 在机房或数据中心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监控，记录内容需保存 90 天以

上； 

c) 将机房或数据中心设置为受限制区域，对准入人员实行授权备案制，非备案人员需批准方

可进入； 

d) 做好云服务器的安全管理，制定云服务器的管理制度，确保云服务器上客户信息保密； 

e) 加强信息化办公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加强对计算机系统、办公系统、服务器

系统、防火墙及入侵防范管理系统的管理，保证网络系统安全运行和机密文件的信息安全，

保障服务器数据库的安全运行； 

f) 制定电脑使用管理制度，包括电脑域策略的制定，上网行为的规范，U 盘移动存储设备的

管理和各系统账号的安全管理等； 

g) 具有异地灾备意识，在不同地点建立备份系统，提高数据抵抗各种可能安全因素的容灾能

力； 

h) 每年进行一次系统数据库备份恢复性测试，确保数据库备份可以正常使用。 

5.3 业务管理要求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对业务管理要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a) 从战略层面统筹智慧供应链服务所需的人才、资金、数据、技术、系统等各项资源；通过

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持续推动企业经营计划、订单、采购、物流、分销等供应链服务业务向

数字化转型； 

b) 结合市场需求趋势以及企业战略方向，面向不同的业务环节和客户群体研发或应用不同场

景的数字化产品； 

c) 依托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开展订单管理、采购执行及供应商管理、分销执行及渠道管理、

关务管理、物流管理、结算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产品信息追溯、风控管理、绩效监测和

优化等活动； 

d) 建立供应链智慧化度量指标，综合评估自身智慧供应链服务运行绩效水平，通过应用数字

化工具对评估指标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应用，为企业后续的智慧化改进和运营提

供决策参考。 

6 评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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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科学性 

能够科学度量和客观评估企业智慧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水平和能力。 

6.2 可操作性 

所选取指标科学合理，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评估方法便捷有效。 

6.3 客观性 

评估以企业智慧供应链服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以真实可靠、准确的材料、数据和文件为依据。 

7 评估业务流程 

7.1 评估服务机构 

7.1.1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工作可由获得深圳市民政局评定的 4A（含）以上评估等级的供应

链服务领域社会组织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或委托的机构具体实施，实施时可根据本文件制定评估方

案。 

7.1.2 评估服务机构应对评估指标的佐证材料进行分析，佐证材料应完整、准确并存档。 

7.2 评估方案 

评估服务机构应明确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的目的和意义，制定评估实施方案，方案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 

a) 建立评委会，制定评估操作程序； 

b) 明确评估方法，确定评分细则； 

c) 对评估人员和被评估企业提出明确要求，保证评估过程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7.3 评估方法 

7.3.1 权重选择 

权重选择包括以下内容： 

a) 考核指标权重设置时宜考虑区域经济状况、产业发展规划及供应链智慧化水平与能力； 

b) 可采用德尔菲法、专家调研法、层次分析法等进行辅助决策，权重设置在一定时间内应保

持稳定。 

7.3.2 综合评分 

综合评分包括以下内容： 

a) 采用专家直接对底层子指标评分； 

b) 上级指标得分可通过各子指标加权求和得出； 

c) 最终得分可由各一级指标得分加权求和得出。 

7.4 等级划分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指标评分采用百分制，最大值为100分，评估结果由高到低分为5A、4A、3A、

NR四个等级： 

a) 5A级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90分≤综合评分； 

b) 4A级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80分≤综合评分＜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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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A 级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65分≤综合评分＜80分； 

d) 65 分以下标为 NR级（NR级为未获得评级）。 

7.5 结果公示 

评估服务机构应通过网站向社会公示每一批次的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结果，公示期不少于

15个工作日。 

7.6 异议处理 

评估服务机构应公布接受异议的联系方式，对公示的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评估服务机构应自收

到异议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 

7.7 结果公布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评估服务机构发布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结果及相关内容。对于涉及被

评估企业商业敏感的评估结果信息，评估服务机构应先取得被评估企业授权后，方可展示或提供给

第三方。 

7.8 复评 

评估服务机构在评估结果的有效期内应及时跟踪被评估企业的智慧化能力，对其作出更新和复

评。评估结果有效期不超过三年。 

8 评估指标体系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 7 项，包括智慧经营管理、智慧计划和预测、智慧

商流服务、智慧物流服务、智慧信息流服务、智慧资金流服务和智慧供应链服务绩效，具体见附录

A。 



DB4403/T 483—2024 

7 

 

A  

附 录 A  

（资料性）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指标体系表 

表A.1给出了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指标体系表。 

表A.1   智慧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分值 

智慧经营 

管理 

（20 分） 

智慧化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发展理念等管理文件中，包括智慧化发展相关内容，得

1 分；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切实贯彻落实智慧发展理念，得 2 分。 

3 分 

管理制度 
企业围绕数据、设备、系统等方面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标准体系，最高得

3 分。 
3 分 

专业人才积累 

企业设立专门信息化部门及岗位，得 2 分； 

信息化人才占总员工的比例≥5%，得 2 分； 

3%≤信息化人才占总员工的比例＜5%，得 1 分。 

4 分 

研发投入 

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服务收入的比重≥5%，得 3 分； 

3%≤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服务收入的比重＜5%，得 2 分； 

1%≤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服务收入的比重＜3%，得 1 分。 

3 分 

智慧供应链服务 

方案 

企业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智慧供应链服务方案，实现快速响应，降低供应链成

本，最高得 3 分。 
3 分 

教育和培训 

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智慧供应链服务培训制度、课程、评估等机制，得 2 分； 

企业定期开展员工技能培训，年度员工技能培训次数≥6，得 2 分；4≤年度

员工技能培训次数＜6，得 1 分。 

累计最高得 4 分。 

4 分 

智慧计划

和预测 

（10 分） 

供应链计划 
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应用信息技术形成指导采购、库存、销售、价格等供应

链计划和辅助决策，最高得 5分。 
5 分 

市场需求预测 
企业应用商业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产销协同方面为客户提供市场

需求预测，提升供应链效能，最高得 5 分。 
5 分 

智慧商流 

服务 

（15 分） 

 

订单管理 

企业建立订单管理系统，具有对订单的集中处理、状态管理、全程监控、大

数据分析等功能，提升订单流转效率，最高得 3 分； 

企业订单管理系统与各业务流程实现自动衔接，实现高效协同及订单信息快

速传递，最高得 2 分。 

累计最高得 5 分。 

5 分 

采购及分销管理 

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对采购、分销过程中的需求管理、合同管理、结算、

验收、营销及渠道管理等流程均通过信息系统或软件高效开展，并实现企业

内系统的集成与供应商、分销商对接，最高得 5 分。 

5 分 

供应商管理 
企业建立供应商管理系统，具有供应商引入、供应商档案、供应商考核、在

线招投标、合同管理等功能，最高得 3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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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分值 

  

企业供应商管理系统实现多类型供应商资源的聚合管理、绩效评估和寻源决

策，最高得 2 分。 

累计最高得 5 分。 

 

智慧物流 

服务 

（15 分） 

物流技术应用 

企业应用 5G、RFID、AI 等技术建立运输、仓库管理系统，具备调度管理、

驾驶行为监测、车辆配载优化、出入库管理、在库管理、智慧分拣及打包等

功能，实现物流信息高效、安全的智慧化采集、存储、传输和追溯，最高得

5 分。 

5 分 

物流设备应用 

企业基于物流业务需求，应用无人机、无人车、智能终端、机器人、自动分

拣设备、立体货架等设备，实现运输、配送、分拣、流通加工、仓储作业等

环节自动化，提升作业效率，最高得 5 分。 

5 分 

物流作业协同 

企业应用商业智能分析、AI 等技术算法、模型，实现异地多仓间自动调拨、

采销自动补货以及收、存、拣、理、运、配等作业环节的集成智能调度及智

慧化协同，最高得 5 分。 

5 分 

智慧信息

流服务 

（15 分） 

信息化平台 

建设 

企业应用大数据、云计算、AI、电子签章、人脸识别等技术，搭建供应链信

息化集成服务平台，实现订单、物流、采购、分销、财务、结算、办公、人

事等全流程的智能协同、安全高效、可视化管理，最高得 5分。 

5 分 

系统互联 
企业信息系统具有开放性，具备与上下游客户、银行或关检汇税等政府部门

系统对接，实现信息共享能力，最高得 3 分。 
3 分 

大数据分析 

企业具有对原料端、生产端、成品端管理要素数据化，并通过大数据整合、

分析和挖掘，实现运输智能管理、分仓布局规划、库内商品智能分布、商品

库存优化、作业全程节点监控预警、自定义报表、用户画像分析等能力，最

高得 2 分； 

企业具有对供应链平台积累的产业大数据进行监测、分析和预警的能力，得

2 分。 

累计最高得 4 分。 

4 分 

专利能力 

原始取得一项及以上发明专利得 3 分； 

拥有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或者受让发明专利，共享发明专利，得 2 分， 

拥有软件著作权、作品著作权，得 1 分。 

以上分值不累加，最高得 3 分。 

3 分 

智慧资金

流服务 

（13 分） 

结算管理 
企业建立智能化结算管理系统，实现多类型费用自动核算、自动生成账单、

结算数据智能分析与预测等功能，最高得 5 分。 
5 分 

智慧风控平台 
企业建立智慧风控管理体系，具有对参与者信用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应收

应付账款管理、授信管理等能力，最高得 5 分。 
5 分 

智慧供应链金

融服务 

企业利用技术对不同行业属性和企业特质的资金需求进行分析，为企业提供

库存融资、应收账款融资、仓单质押等定制化的智慧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

最高得 3 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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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分值 

智慧供应

链服务绩

效（12 分） 

供应链成本 

企业通过智慧化为客户及供应商实现运输、仓储、采购、库存、生产运营、

资金等成本下降情况： 

供应链成本下降≥20%，得 3 分； 

10%≤供应链成本下降＜20%，得 2 分； 

5%≤供应链成本下降＜10%，得 1 分。 

3 分 

订单响应速度 

企业通过智慧化实现订单从开始执行至订单结束的时间优化对比情况： 

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得 3分； 

2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得 2 分； 

1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以上，得 1 分。  

3 分 

完美订单率 

通过智慧化服务实现完全、准确、及时交付客户的订单占总订单比重： 

完美订单率≥99%，得 3 分； 

97%≤完美订单率＜99%，得 2分； 

95%≤完美订单率＜97%，得 1分。 

 

3 分 

 

客户满意度 

客户接受智慧供应链服务后根据整体的服务体验而做出的总体评价： 

客户满意度≥98%，得 3 分； 

95%≤客户满意度＜98%，得 2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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