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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53 号），《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实施指南》（计

划编号 20205078-T-424）被列入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583)组织起草并归口。

二、目的和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立覆

盖我国重点产业的智慧供应链体系的工作要求，培育 100 家左右的全球供应链领

先企业，成为全球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重要中心。近年来，随着社会分工细化、

技术交叉融合的发展，我国供应链企业和相关组织已发展成为服务产业及经济的

新型组织形态，全国流通骨干网络基本形成，流通领域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对

支撑供应链系统运转的各类资产进行规范化管理并降低运营成本、提质增效提出

了新的要求。

《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实施指南》标准融合了供应链资产配置、资产调拨、

资产运营、资产外包服务等供应链管理的典型共性特征，规范供应链管理过程中

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管理，通过资产管理体系实施支撑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

供应链协同管理企业、供应链交易服务企业及供应链相关组织对供应链中的物

流、商流、信息流涉及的各类资产进行设计、规划、控制和优化，并为供应商、

制造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构成的有机网络提供全寿命周期的资产管理

指导，支撑产品制造、采购、转运、分销及销售过程，保障整个供应链系统的资

产管理实现成本最优化，提升组织绩效。

《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实施指南》标准的制定，能够切实加速供应链的创新

和实践，对于促进我国供给侧改革、推动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推进

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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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和依据：

1. 规范性原则

该标准在结构和编写规则上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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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的相关要求，

以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2.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虑供应链企业和相关组织的业态现状和发展趋势，使标准具有

较强的适用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33173《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要求》并结合供应链的资产

及资产管理的特点制定，在标准语言表述上，尽可能与资产管理系列标准保持一

致，采用约定熟成的术语和词汇。本标准的框架与 GB/T 33173 的理念保持一致。

四、起草过程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根据各阶段标准任务的工作要求，组织了相关领域的调

研，并召开了多次的研讨会，参与标准研讨的专家多来自供应链资产管理研究领

域，还包括来自相关供应链企业（电商、物流、包装材料生产等）一线的管理人

员、全国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相关标准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等，通过对标准

内容进行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标准文本。主要编制过程包括以下几

个阶段：

1．准备阶段

 2019 年 1 月，组织开展标准立项前的前期预研制工作；

 2019 年 2 月，同供应链龙头企业和相关群团组织召开相关标准研讨

会，确定标准的工作目标、主体内容和框架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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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2020 年 1 月，完成标准计划上报和标准立项评估答辩

工作，并依据答辩专家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目标定位，同步完善

了标准相关技术内容。

 2020 年 12 月，标准制修订计划下达，召开工作组启动会议，标准

工作组提交工作计划及人员组成等方案。

2．调研阶段

在标准准备阶段同步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和技术内容研制工作：

 2019 年 5 月-11 月，进入调研阶段，标准编制组前期以资料调研方

式，收集相关标准、项目文档进行大纲设计；

 2020 年 7 月-12 月，标准编制组以标准大纲草案为基础，通过各种

渠道对相关单位进行调研，分析讨论、资料整理、汇总。

3．起草阶段

 2021 年 1 月-4 月，标准编制组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充分听取并研

究各单位的意见及资料，形成标准草案稿；

 2021 年 5 月-7 月，邀请供应链行业多位专家共同对标准草案稿技术

内容进行把关完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

处理表等文件。

4．征求意见研讨阶段

 2021 年 8 月，再次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工作组研讨会；

 2021 年 9 月，拟召开《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实施指南》标准征求意

见稿的征求意见会，邀请相关专家、供应链企业等，对标准开展征

求意见工作。

5. 审查阶段

 拟定于 2021 年 11 月，召开《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实施指南》标准

送审稿审查会，组织与会专家听取标准起草组的介绍并提出专业意

见及建议；

 拟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根据审查会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

善，汇总标准制定过程各项材料，形成标准报批稿。

五、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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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提供了供应链企业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其资产管理体系的系统性指导建

议。适用于各种类型的供应链企业及参与实施供应链资产管理活动的人员，非盈

利性的供应链组织可参照执行。

2、术语及定义

除了GB/T 3317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外，还给出了供应链、供应链资产管理等

相关术语及定义。

3、组织环境

标准第4章中，具体阐释了组织对供应链资产进行管理时，应明确组织所处

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理解内外部相关方的需求与期望，确定供应链资产管理

体系的范围，以及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的相关内容。

4、领导力

标准第5章中，具体阐释了组织最高管理层的职责和承诺，组织关于资产管

理的方针以及组织的角色、职责与权限。

5、策划

标准第6章中，具体阐释了应对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风险与机遇的措施以及

供应链资产管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划的具体原则及内容。

6、支持

标准第7章中，给出了开发和实施供应链资产管理体系时，组织应确定所需

的资源，资产管理角色和职责的能力，可能对资产管理结果产生影响的角色和职

责的人员应具备的意识，组织与相关方沟通时应遵循的总则、沟通的内容、时间、

对象和方法，资产管理信息的相关要求以及组织所需的文件化信息。

7、运行

标准第8章中，具体阐述了组织资产管理工作运行的策划和控制过程、变更

过程管理以及外包活动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及管理过程。

8、绩效评价

标准第9章中，给出了组织对供应链资产管理进行绩效评价中的监测、测量、

分析与评价，内部审核以及管理评审的内容。

9、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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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第10章中，具体阐述了供应链组织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持续改进时的原

则、可能发生的不符合项与相应的纠正措施，消除潜在风险的预防措施以及持续

进行改进的原则和过程。

六、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是否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比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供应链资产

管理的相关要求条文内容。

同时，本标准比对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7〕8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

协同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 号）等规章中对于供应链资产管理的相关

要求，确保与国家现行法律与部门规章相协调。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提供了供应链企业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其资产管理体系的系统性

指导建议。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供应链企业及参与实施供应链资产管理活动

的人员，非盈利性的供应链组织可参照执行。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作

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在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组织下，

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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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一、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

2021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