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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物资管理概述



定义
工程项目物资管理是指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所需物资的采购、运输、仓储、使用等各个环节进

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确保工程项目所需物资按时、按质、按量供应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重要性
工程项目物资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和成本。有

效的物资管理能够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降低工程成本，提高工程效益。

定义与重要性



目标

物资管理的目标是确保

工程项目所需物资的及

时供应，降低采购成本，

优化库存结构，提高物

资使用效率，为工程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

保障。

物资管理应遵循以下原

则

对工程项目所需物资进

行统一计划、采购、调

配和管理，避免分散采

购和重复储备。

在满足工程项目需求的

前提下，追求物资采购

和使用的经济合理性，

降低工程成本。

确保所采购的物资符合

工程项目质量要求，防

止因物资质量问题影响

工程质量和进度。

原则 经济合理原则 质量保障原则集中管理原则

物资管理目标与原则



信息化程度不高

目前部分工程项目的物资管理信息化程度不高，无法实现

实时数据共享和有效监控，影响管理效率和决策准确性。

现状

目前，我国工程项目物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际操

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物资采购不规范、库存管理不合

理、信息化程度不高等。

采购不规范

部分工程项目在物资采购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如采购

程序不透明、供应商选择不当等，导致采购成本增加和质

量风险加大。

库存管理不合理

部分工程项目在库存管理方面存在不合理现象，如库存积

压严重、物资摆放混乱等，导致资源浪费和成本增加。

工程项目物资管理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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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计划与控制策略



准确预测需求

根据工程项目的设计图纸、施工

方案和进度计划，结合历史数据

和经验，对所需物资的种类、规

格、数量和时间进行准确预测。

制定详细计划

根据预测结果，制定详细的物资

需求计划，明确所需物资的品名、

规格、数量、质量要求、到货时

间等，为采购和库存管理提供依

据。

及时更新调整

随着工程项目的推进和变更，及

时调整和更新物资需求计划，确

保其与工程实际进度保持一致。

物资需求计划编制



编制采购计划
依据采购策略，编制具体的采购计划，明确采购物资的品名、规格、
数量、质量要求、交货期等，确保按计划进行采购。

进度监控与调整
实时跟踪采购进度，监控供应商的生产和交货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与供应商沟通解决，确保采购计划按时完成。

制定采购策略
根据物资需求计划和市场行情，制定合理的采购策略，包括采购方
式、供应商选择、价格谈判、合同签订等。

采购计划与进度控制



定期盘点与调整

定期对库存物资进行盘点，确保账实相符，并根据

实际需求和库存情况调整采购计划和安全库存水平。

呆滞物资处理

对于长期积压、无法使用的呆滞物资，及时

进行处理，如降价销售、报废处理等，减少

库存占用和资金浪费。

设定安全库存

根据物资消耗情况和采购周期，设定合理的

安全库存水平，避免库存积压和缺货现象。

库存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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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选择与采购策略



合作意愿与兼容性
考察供应商的合作态度、企业
文化兼容性以及长期合作潜力。

服务水平
评估供应商的售前、售中和售
后服务，包括技术支持、问题
解决等。

价格水平
对比不同供应商的价格，结合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进行综合
评估。

质量能力
评估供应商的产品质量、质量
管理体系以及持续改进的能力。

交货能力
考察供应商的交货准时率、生
产能力和供应链稳定性。

供应商评估与选择标准



集中采购
适用于大型企业集团或政府采购，通过集中

需求、统一采购来降低成本。

分散采购
适用于具有多个独立采购需求的组织，各部

门或项目团队自行采购。

电子采购
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在线采购，提高采购效

率和透明度。

招标采购
适用于大型或复杂的工程项目，通过公开招

标选择最优供应商。

采购方式选择及实施流程



A B C D

合同执行与监管措施

合同签订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产品规格、质量标

准、交货期、价格等。

合同变更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需变更合同内容，应双方

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

合同履行

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生产和交货，确保产品质量和

交货期的准确性。

合同监管

建立合同监管机制，对供应商的合同履行情况进

行跟踪和评估，确保合同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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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运输与配送策略



运输方式选择

根据物资性质、数量、距离和紧急程度等因素，合理
选择公路、铁路、水路或航空等运输方式。

路径优化

运用先进的物流技术和算法，规划最佳运输路径，减
少运输时间和成本。

多式联运

采用多种运输方式组合，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整体运
输效率。

运输方式选择及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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