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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持续优化“框架协议+订单”采购模式的潜在效益分析
柯承江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广东 湛江 524000）
摘 要：随着采购成本管控在企业成本管理中受重视程度的提升，关于采购成本管理的各种创新方案也应运而生，其中“框架协议+

订单”采购模式就是其中一项创新产物。在企业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中，其生产经营所需采购的原材料和常用产品也会逐渐形成通用化和

标准化的管理，从而实现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价格竞争强和服务/物资供应稳定资源的目的，以便对此类采办需求通过“框架协议+订单”
采购模式实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企业采办需求的变化，部分框架协议的使用率已极低，甚至长期未用成为了“僵尸”协议。本文针

对企业在实施“框架协议+订单”采购模式后的情况，对企业持续优化“框架协议+订单”采购模式的潜在效益进行分析，论证采购模式持续
优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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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如此强烈的市场竞争中，“降本增效”应该是所有企业赖

以生存及持续发展的基本守则。随着采购成本管控在企业成本管理

中受重视程度的提升，关于采购成本管理的各种创新方案也应运而

生。“框架协议+订单”采购模式作为其中代表，在经历了一个阶段
的应用后应如何优化才可在企业实施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中持续提升采办时效和降低采购成本，维持其所

附带的价值即为本文潜在效益分析要点。

1 框架协议背景及企业运用现状
供需关系相对稳定、有效地实现保供降本，同时也代表着由传

统的“博弈”关系转变为现代的“共赢”关系，这就是框架协议近几年

来在各类企业中建立起来的名片。

1.1 背景
传统的“一单一询、一单一谈、一单一签、一单一结”采购模式耗

时耗力，采办需求数量增加时不仅会出现采办时效影响企业运营的

现象，而且采购过程费用、采购人员费用和紧急采购费用等采购成

本也会随之阶梯式递增。迫于企业成本管理的需求，框架协议采购

模式出现了。其主要特点是将通用性强、标准性高、消耗性大的采办

需求以合并归类的方式通过国内外市场进行招标/谈判采购，一次
性与供应商签订至少以一年为周期，仅约定单项服务/物资单价而
不限定框架协议有效期间所使用数量的框架协议。在此期间供应商

将根据所接受到的需求订单不定期、不定量地提供多次分散的服

务/物资，不需再另行新签合同，大幅度地提升了此类服务/物资采
办需求的采办时效，以及节省了对应的采购成本投入。

1.2 运用现状
近二十年来国内企业先后经历了分散采购、集中采购与框架协

议采购三个主要采购模式改革阶段，其中框架协议采购模式在国内

企业中推行实施也有十余年时间。2009-2011年期间所签订的框架
协议数量约占新签采办合同数量的 12%，2012-2014 年期间约为
13%，2015-2017年期间已提高到约 20%。从数据中所反映的信息，
框架协议采购模式近年来已逐渐受到企业的青睐，其可提升采办时

效和降低采购成本的经济效益也得以体现。从另一方面思索，框架

协议数量占比的增长也有可能是因企业的发展部分采购原材料和

常用产品已发生变化，后续仅通过新签框架协议做了采办补充，没

对原相似的框架协议进行调整或撤销，存在着框架协议数量占比与

实际需求有偏差的现象。因此，企业需要持续优化“框架协议+订

单”采购模式，以保证此模式为企业所带来的效益。

2 采购模式持续优化方案
2.1 梳理有效框架协议数量
框架协议一般情况均以年为周期，根据各采办项目特点框架协

议有效期可设定为一至三年。随着所签订框架协议数量的逐年增

多，企业采办需求变化、新旧协议交替、相关人员调整等情况都有可

能造成部分框架协议过期失效的现象。为避免非人为过失而造成的

框架协议过期失效的情形，以及协助企业内各相关部门加强对已有

框架协议的理解和提高框架协议的使用频率，定期梳理回顾企业现

有有效框架协议情况则为持续优化的首要任务。

2.2 统计历年有效框架协议执行情况
在有效框架协议中，部分框架协议可能会因其清单中的大部分

服务/物资已被新签的框架协议所替代，仅剩极少的部分在使用；又
或者某型号设备已更新换代且旧型号的设备数量极少相应的配件

或原材料采办需求频率极低等情况，单独续签此类框架协议已失去

了框架协议采购模式的意义。因此，通过三年为一周期统计所签框

架协议的使用情况可筛选获悉企业目前有效框架协议的受欢迎程

度。

2.3 按采办需求种类区分有效框架协议
为提升企业采办工作的专业性管理，企业可结合自身情况将所

需采办项目划分为工程建造、机电设备、仪控设备和后勤支持等采

办需求种类，以此区分有效框架协议所归属的种类，并结合同类协

议中历年使用情况初步鉴定现有框架协议的可整合性。

2.4 统筹有效同类框架协议同类型供应商
基于采办需求种类专业区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对比筛选有效

同类协议是否通过同类型供应商获取相应的服务/物资，特别是同
一个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服务/物资的情况，回顾分析签订多个框架
协议的起因及情况。

2.5 更新有效框架协议清单
通过上述 4个步骤，完成企业中有效、同类、具备整合可能的框

架协议信息初步整理。根据初步整理结果，各采办需求种类采办人

员组织相关采办需求部门对框架协议中服务/物资清单进行更新及
整合等相关工作。从而实现提升框架协议清单覆盖范围，减免同类

框架协议多次重复采购的情况。

2.6 优化框架协议使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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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办部门定期牵头采办需求部门回顾已有框架协议及其清单

信息，做到知己所需知协议所有，突显订单采办的时效优势。

启用采办需求部门定期反馈框架协议清单更新需求机制，采办

需求部门定期向采办部门反馈更新需求，采办部门根据更新需求及

原协议约定完成变更手续，减少非必要新签框架协议的采购成本。

提高固定周期内使用框架协议的预估金额准确度，以此严控采

办风险、助推企业运营成本管控。

3 潜在效益模拟分析
3.1 框架协议使用次数与拟需新签订合同数的工作量对比
以 2009-2011年、2012-2014年和 2015-2017年三个周期内所

签订的框架协议为基础，假设平均每个周期的框架协议使用次数为

15000次，与此同时参考采办需求价值较低、同类采办需求整合强
度较高的询价采办方式，假设平均每 5个同类低价值采办需求可整
合触发一次新签合同采办流程，若不实施框架协议采购模式仅因企

业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和常用产品平均每个周期企业将需新签

3000份合同，约占每个周期新签采办合同数量的 30%，较实施框架
协议采购模式的情形增加了约 15%的工作量。由于采办工作量的
增加，也将连带引发采办时效和采购成本等一系列问题。

3.2 框架协议与拟需新签订合同的采办时效对比
一般企业中会将采办方式划分为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询价、竞

争性谈判、单一来源和订单采办六种方式，其中订单采办是依托企

业已有框架协议不需经完整采办流程可直接下单至供应商的采办

方式，平均采办时效约 1-2天。其余五种采办方式中，一般情况下

公开招标用时较长，询价采办用时较短，综合各采办方式每份新签

合同平均采办时效约为 80天。在假设增加 15%工作量的情况下，
每个周期新签 1500份合同共需 120000天采办周期，而通过“框架
协议+订单”采购模式下仅需约 3000天的采办周期，采办时效就相
差了约 40倍。

由此可见，持续优化现有框架协议不仅可减少采办部门非必要

工作量的投入，而且还可以为企业降低采购成本，其潜在效益明显

且可观。

4 结束语
企业创新管理可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持续优化属于创新

思维的其中一种形式。采购模式的持续优化往往需要从采办过程的

各个细节中发掘，才有可能实现采购成本管控的效益。本文是以提

高采购时效的角度出发，并融入到部分采办过程去分析，同时借用

企业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契机，推行实

施采办人员“少”操作，系统订单“多”执行的“框架协议+订单”采购
模式，为企业争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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