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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铁企业原料库存管理存在库存成本意识淡薄、信息沟通不畅、需求计划不准确等共性问题。改进钢铁企业原料

库存管理问题，需要从源头提高需求计划的准确性，强化采购管理，稳定采购渠道，加强信息化建设和部门间沟通与协调，

消除呆滞物料，利用科学的数模控制，优化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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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经济与管理

钢铁工业生产中，一定的原料库存可以降低外

界供应紧张所带来的压力，弥补不确定因素造成的

损失；能够在生产不稳定期间减缓波动，保障生产

的连续性［1］。但由于钢铁企业原料种类多、库存量

大，往往占用庞大的日常流动资金，同时也容易掩

盖管理中效率低下等实际存在的不足。在我国，钢

铁企业库存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32%～36%［2］，而

原料库存占据了钢铁企业库存量的绝大部分，原料

库存管理不但关乎钢铁企业生产安全，更关乎钢铁

企业成本管理。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当前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探索改进提高钢铁企业原料库

存管理水平。

1 原料库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库存成本意识淡薄

原料库存成本的控制是影响钢铁企业成本控

制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相当一部分的企业领导仍未

足够重视，在积极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忽视了库

存成本管理，造成许多钢铁企业原料库存管理水平

还处于仅限保证生产的层面上，缺乏专业的原料库

存管理人员和专业指导。

1.2 信息沟通不及时

一些钢铁企业各生产单位都设有单独的仓库，

常出现一种物料在一个生产单位短缺而在另一个

生产单位闲置的现象。信息沟通不及时，非但不能

实现企业内部资源共享，有时还会出现各生产单位

大量领料、备料，造成物料短缺假象，大量采购后又

出现库存积压造成闲置浪费。

1.3 需求计划不准确

实际库存管理中存在需求放大效应，各生产单

位上报的需求总是大于实际需要，造成了多采购及

库存的积压。需求计划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采购行为的合理性，需求计划不准确，势必造

成采购的无序，从而影响到库存水平。

1.4 仓储设施建设不合理

2001～2010年，我国生铁产量由1.454 亿t增至

5.902 亿 t，年平均增速16.84 %。在此期间，国内钢

铁企业产能骤增，但部分企业受布局和场地空间的

限制，只能将仓储化整为零，零星分布，导致原燃料

周转次数多、历程长，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同时也不

便于统筹管理。更有一些企业仓储空间不但没有

相应增加甚至还有缩小。仓储设施建设不合理制

约了库存管理水平的提高。

1.5 呆滞物料占用库存

钢铁工业原料种类繁多，受生产工艺变更、产

品变化、采购计划不准确等诸多因素影响，容易形

成呆滞物料。呆滞物料给日常库存管理带来不便，

占用库存，部分呆滞物料长期得不到处理还可能会

损坏变质，造成损失，从而增加了管理成本。

2 改善原料库存管理的策略

2.1 提高需求计划的准确性

准确的需求计划是满足生产使用的基本前提，

同时也避免采购原料无使用方向，形成呆滞物料。

需求计划准确性的提高，可以扭转长期形成的为采

购而采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也为优化原料库存管

理打下了良好基础。

2.2 稳定供应渠道

多元、稳定的供应渠道是稳定库存、优化库存

管理的保证。以济钢原料处为例，在原料采购过程

中适时通过网上公开招标的形式引入竞争机制。

一方面，采购、生产、纪检等多部门直接参与招投标

过程，保证采购过程公平、公正，避免内部人员徇私

舞弊。另一方面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吸纳新的优秀

供应商，动态管理，使其彼此竞争且互相牵制，避免

出现串标情况，保证了供应商质量。同时，原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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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选拔产品质量好、供应能力强的供应商，与之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寻求协同效应，实现需求互

补，降低市场风险的同时也提升了双方的竞争力。

2.3 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

钢铁企业原料从市场采购到生产应用，有采

购、运输、计量、检验等流程，需要采购供应、物流运

输、计量和质量检测、生产组织等多部门协同完成，

任何一处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原料进厂积压或短

缺，给库存管理造成困难。内部组织间的有效沟通

与协调，可以提高采购计划的准确性，确保物料均

衡进厂，有利于内部资源共享，避免呆滞物料出现。

济钢原料处建立精神、制度、行为三位一体的

沟通文化，加强部门内部、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

原料处在接到生产部门的原料需求计划后，改变以

往自行分解计划的做法，迅速组织物流运输、质量

检测、生产组织等部门共同协商，将计划分解到供

应商。期间既考虑当前库存和后期生产需求，又考

虑物流运输和计质量检测，合理安排每一道工序，

保证原料能够平稳有序进厂，及时高效计量和检验。

2.4 消除呆滞物料

呆滞物料产生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需

求计划不准确、库存数据统计不准确、供应商超计

划发料、工艺流程改变引起的用料改变。对呆滞物

料的产生要追根溯源，做到提前预防和发现。对于

已经形成的闲置物料，首选内部替代使用，其次可

以由供应商回收处理，两项都不能处理的可以选择

对外拍卖。对经检验确实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报

废物料，及时进行清理，不仅降低库存，而且可以大

大节省库容使用面积，减少无谓的管理费用投入。

2.5 加强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更是提高

库存管理水平的重要平台。2002年，济钢就启动了

ERP项目建设，实现原料采购计划一级管理，通过优

化、健全计划的申报机制和相应的考核力度，使计

划提报更准确、及时、适时。实现一级库存管理，通

过建立优化的库存管理和控制模型，便于物料情况

统一掌握和平衡，加速周转、减少积压。此后，又以

ERP为中心，构建了满足专业管理需求的计质量系

统。其功能涵盖质量分析、质量追溯、统计过程控

制以及数据专家系统，实现了以下主要目标。

1）理顺了进出厂物流、厂内物流管理流程，确

保物流顺畅、均衡以及物流、信息流的同步，保障进

厂物流系统的高效、精确运行，并逐步细化物料进

厂计划，实现均衡进厂目标。

2）结合进厂物资火车停时问题的管理，严格各

个环节进行监控，有效减少因质量检验造成的停

时，将质检时间降低在6 h之内。不仅提高了工作

效率，而且提高了入库业务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

3）实现了进厂原燃料计质量数据的自动匹配，

及时上传、线上结算，为ERP提供了详实、准确的生

产数据。

4）通过计质量信息系统的实施，将无人值守远

程计量变为现实，精简人员设置，同时取消计质量

单据的手工传递，实现无纸化办公。

2.6 优化库存管理

在实际管理中迫切需要建立统筹全局的科学

模型，在保障生产需求、合理利用有限存储空间的

基础上，科学调节库存结构，优化库存管理。国内

一些钢铁企业也着手开发了原料库存优化模型，用

于确定各种原料的优化配置，在库存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成本最优。数模控制技术已成为大型钢铁企

业中的原燃料库存现代化管理的趋势和方向［3］。

3 结 语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钢铁企业面临的发展环

境和市场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钢铁生产

企业，“零库存”的生产方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

取的。只有加强库存管理，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模

式，努力降低成本，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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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Management of the Raw Materials in Stee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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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ndifference to reducing storage cost, poor communication and inaccurate requirement plan and so on exist in the storage

management of the raw materials in steel enterprises. The reforms should start from its source, that is, enhancing the accuracy of

requirement plan, strengthening purchasing administration through stable purchasing channel,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s, eliminating excess and obsolete inventory and optimizing storage administration

through digital-to-analog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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