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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煤炭供应链资源匹配应用研究

（一）资源匹配影响因素分析

1.煤炭供应方因素
一是煤种。所需煤炭种类会因为煤炭客户的应

用途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普通的动力煤或炼焦

煤的应用空间大。因此，煤炭供应方可否供应满足

标准的煤种便成为供煤评估的一个强制性指标。

二是煤量。煤炭客户会结合业务、库存等状况

对煤量形成相应的标准，其往往希望拥有足够多的

煤炭产品。因此，这就对煤炭生产商的储备提出了

数量标准，可否满足煤炭客户对煤炭数量的需求，

成为另一项需要思考的硬性指标。

三是煤质。由于煤炭公司的设施、用煤场合存

在差异，因此针对煤炭的质量会给出类似发热量、

灰分、水分等方面的标准。煤质的差异会影响煤炭

的应用效率和气体释放量等。

四是交易价。就煤炭需求公司而言，煤炭价通

常是越低越好。但煤炭交易价一般是参照“中国煤

炭价格指数”来确定，且价格指数还会受煤炭市场

供需状况、方针影响以及进口煤炭状况等因素影响

而出现波动。

2.煤炭需求方因素
一是煤炭交易价。在煤炭的供需匹配中，煤炭

客户应充分权衡煤炭价格是否合适。就煤炭客户而

言，煤炭交易价是开展煤炭交易时需要首先考虑的

核心影响因素。就煤炭生产商而言，盈利是其出售

煤炭产品的终极目的，因此，煤炭交易价对其来说

也十分关键。

二是交付能力。对煤炭生产商而言，煤炭出售

的利益是其经营的核心资金来源，企业的健康经营

会直接受到销售资金可否及时供应的影响。为此，

煤炭生产商需要迅速处理订单与按时结算货款，从

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二）资源匹配基础应用规划

煤炭运销企业身为煤炭供应链中的核心公司，

应立足煤炭供应链大数据系统，积极开展资讯服务

和平台管理的优质建设，逐步推进煤炭供应链所有

步骤资讯分享与资源的充分匹配。具体可从以下方

面入手：

一是市场预估。因为煤炭需求存在淡旺季之

分，所以煤炭客户应当事先采购并准备煤炭产品。

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根据以往的销售信息、市场影

响等要素对煤炭产品的需求进行预估。

二是市场研究。煤炭的历史与预估信息为顾客

买入煤炭产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参考。利用煤炭供

应链的大数据系统，能确实把握顾客的喜好，并事

先预估市场发展动态。如此，既能高效应对企业的

紧急状况，又能做好计划安排与资金使用工作。

三是采购计划。煤炭客户的需求是煤炭供应链

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是整个煤炭供应链

的目标。为此，煤炭客户应针对煤种、煤质等方面

的需求给出相应标准，然后根据不同节点公司提供

的资讯来制订采购、安排等计划。

四是库存计划。为满足自身的业务所需，煤炭

客户应确保合适的煤炭库存量。同时，厂商也应当

准备好足够的库存以备不时之需。依托煤炭供应链

大数据系统，相关企业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与其

他企业的煤炭库存量，从而更好地协调生产计划。

五是生产计划。煤炭的生产资讯是煤炭供应链

的重要一环，煤炭加工商能否根据标准进行加工，

会直接影响到运销公司的工作安排，并最终影响到

煤炭客户的煤炭需求满足。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是

相互影响的，因此，需保证资讯的及时传递，然后

以此为基础制订具体的工作安排、风险防范与生产

计划等。

六是物流服务。在煤炭制造、煤炭加工、煤炭

送达的过程中，煤炭生产商需要提供优良的物流配

送服务。物流服务是让煤炭供应链得以正常运作的

关键一环，在煤炭供应链大数据系统的支持下，可

通过数据分析和资源匹配来针对性提供物流服务。

（三）资源匹配运作机制

煤炭运销企业需要与供应链中的其他节点企业

一起明确自身在整个过程中的资源信息享有权利和

必须履行的职责。在煤炭供应链大数据平台处理流

程中，煤炭运销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其不仅

需要建立大数据中心，还需要负责数据中心的管理

和维护。同时，其可以授予其他节点企业以相应的

访问权限，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更新数据。而

各节点企业也需要按照约定实时传递各自的共享信

息。如此，既能充分保证各节点企业及时获得自己

所需的信息，又能合理分配生产资源，调整生产、

加工、库存、销售等活动，实现企业的科学决策和

资源的高效配置。

四、结语

煤炭供应链的资源匹配对煤炭行业未来发展有

着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对该链条中资源匹配特征和

影响要素进行了探讨，同时提出了建立煤炭供应链

大数据系统和资源匹配板块的对策，希望为煤炭运

销公司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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