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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后勤采购管理优化研究——以临沂分行为例
任浪

江西理工大学，江西南昌，330000；

摘要：在当前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银行的高效运作离不开健全的后勤支持体系。后勤采购管理作为

后勤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银行业务的顺畅执行具有决定性影响。工商银行临沂分行作为工商银行体系

内的关键一环，其后勤采购管理的效能直接牵涉到分行的运营成本、服务质量及整体竞争实力。本文以工商银行

临沂分行的后勤采购管理现状为研究对象，旨在诊断其在采购流程、供应商协作、成本控制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存在的不足，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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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后勤采购管理作为支撑银行运营的关键环节，对成

本控制和服务效率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工商银行，作为

国内领先的金融机构，其后勤采购管理的优化对于提高

整体运营效能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
。

后勤采购涉及为确保组织顺畅运作而进行的物资和服

务采购活动，其管理范畴包括采购计划的制定、供应商

的选择、采购的执行以及效果的评估等关键环节。采购

管理理论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提升采购效率，而公共

选择理论则聚焦于采购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

和选择行为
[2]
。成本控制理论为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运营

成本的降低提供了理论支撑，信息化管理理论则突出了

信息技术在提升采购透明度和决策效率方面的作用
[3]
。

基于这些理论，本文将综合分析工商银行临沂分行的后

勤采购管理现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旨在实

现管理的优化和效率的显著提升。

1 临沂分行后勤采购管理现状

1.1 调查设计

1.1.1 调查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线上平台

发放了 168 份问卷，主要针对后勤采购流程、供应商管

理、成本控制和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设计

涵盖了多项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以确保获取多元化的

信息。最终有效回收问卷 152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0%。

问卷包括了几个主要部分：基本信息部分、后勤采

购流程的效率、透明度和灵活性的评估、对供应商管理

情况的了解、成本预算的制定、预算与实际成本的差异

以及成本削减措施、信息化水平的评价等。

1.1.2调查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工商银行临沂分行的后勤员工。

选择该群体的原因在于，他们直接参与后勤采购管理的

各个环节，对采购流程、供应商选择及成本控制等方面

具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对后勤员工的调查，

能够全面了解当前采购管理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从而为优化策略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1.2 调查结果分析

1.2.1采购流程现状

表 1-1 采购流程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比例

采购流
程效率

非常高效，流程简洁，响应迅
速

20 13.16%

较为高效，但存在一些不必要

的步骤
50 32.89%

效率一般，流程中有多个瓶颈
环节

60 39.47%

效率低下，流程复杂，响应缓
慢

22

采购流
程透明
度

非常高，所有步骤都清晰透明 30 19.74%
较高，大部步骤透明，但有少

数环节不明确
40 26.32%

一般，部分步骤不够透明，信

息流通不畅
60 39.47%

较低，多个步骤不透明，难以
追踪和监督

22 14.47%

采购流

程灵活
性

非常灵活，能够快速适应变化 15 9.87%
较为灵活，但需要一定时间调

整
40 26.32%

一般，对变化的适应性有限 65 42.76%
缺乏灵活性，难以应对突发情

况
32 21.05%

采购流
程标准
化程度

非常高，所有流程都有严格的

标准和规范
25 16.45%

较高，大部分流程有标准，但
有少数例外

45 29.61%

一般，部分流程有标准，但执
行不一致

55 36.18%

较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27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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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购流程效率方面，39.47%的受访者认为效率一

般，且存在多个瓶颈环节，这表明现有流程尚需优化；

32.89%的受访者认为流程较为高效，但依然存在一些不

必要的步骤，反映出潜在的流程冗余；在采购流程透明

度方面，39.47%的受访者表示部分步骤不够透明，信息

流通不畅，显示出在信息公开与沟通方面的不足。

14.47%的受访者指出多个步骤不透明，难以追踪和监督，

这可能导致对采购过程的信任度降低；关于采购流程灵

活性，42.76%的受访者认为适应变化的能力有限，且

21.05%的人表示缺乏灵活性，难以应对突发情况，说明

采购流程在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方面存在障碍；在标准化

程度上，36.18%的受访者认为部分流程有标准，但执行

不一致，表明在流程规范化方面的不足，而 17.76%的人

则认为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影响了流程的整体一致

性和有效性。

1.2.2 供应商管理现状

表 1-2 供应商管理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比例

供应商多样

性

非常丰富，能够满足各种
需求

25 16.45%

较为丰富，但某些领域选
择有限

45 29.61%

一般，供应商选择范围有

限
50 32.89%

缺乏多样性，过度依赖少
数供应商

32 21.05%

非常丰富，能够满足各种
需求

25 16.45%

供应商合作
态度

非常积极，愿意主动解决

问题
30 19.74%

较为积极，但有时需要推
动

45 29.61%

一般，合作态度时好时坏 50 32.89%
不积极，经常需要催促和

监督
27 17.76%

供应商质量

控制

非常严格，质量稳定可靠 20 13.16%
较为严格，但偶尔有质量

问题
50 32.89%

一般，质量控制有待加强 60 39.47%
不严格，质量问题频发 22 14.47%

供应商交货
时间

非常准时，几乎无延误 15 9.87%
较为准时，偶尔有延误 45 29.61%
一般，延误情况时有发生 60 39.47%
经常延误，交货时间不稳

定
32 21.05%

在供应商多样性方面，32.89%的受访者认为供应商

选择范围有限，且 21.05%的人指出缺乏多样性，过度依

赖少数供应商，这表明在供应商的选择上存在不足，可

能导致采购风险的增加；在供应商合作态度方面，

32.89%的受访者认为合作态度时好时坏，17.76%的受访

者则表示合作态度不积极，经常需要催促和监督，这可

能影响到整体的供应链效率；关于供应商质量控制，

39.47%的受访者认为质量控制有待加强，32.89%的人表

示虽然较为严格，但偶尔出现质量问题，这显示出临沂

分行在确保供应商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面临挑战；在供

应商交货时间方面，39.47%的受访者提到延误情况时有

发生，21.05%的受访者指出经常延误，交货时间不稳定，

这直接影响了后勤采购的效率和项目进度。综合来看，

临沂分行在供应商管理上亟需采取措施，以增强供应商

多样性、改善合作态度、加强质量控制及提高交货准时

性，从而提升整体采购管理水平。

1.2.3成本控制现状

表 1-3 成本控制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比例

成本预算制
定情况

是，我们有详细的成
本预算

40 26.32%

否，我们没有详细的
成本预算

30 19.74%

我们有预算，但不够

详细
82 53.95%

成本预算与

实际成本差
异

几乎无差异 20 13.16%
有时有小的差异 50 32.89%
经常有较大的差异 60 39.47%
不清楚，我不参与预

算对比
22 14.47%

成本审计情

况

是，我们定期进行成

本审计
35 23.03%

否，我们不进行成本
审计

45 29.61%

我们有审计，但不规
律

72 47.37%

成本削减措
施

我们有系统的方法来

识别和削减成本
25 16.45%

我们偶尔进行成本削
减，但没有系统的方

法

50 32.89%

我们很少识别和削减
成本

55 36.18%

我们没有专门的成本
削减措施

22 14.47%

在成本预算制定情况方面，53.95%的受访者表示虽

然有预算，但不够详细，这反映出成本预算的规范性和

有效性有待提升；仅有 26.32%的受访者确认存在详细的

成本预算，而 19.74%的人则表示完全没有预算，这导致

后续的成本控制缺乏依据和指导；关于成本预算与实际

成本的差异，39.47%的受访者提到经常存在较大的差异，

32.89%的受访者表示有时有小的差异，说明在实际运营

中，成本控制的执行力和准确性不高，影响了财务管理

的有效性；在成本审计情况方面，29.61%的受访者表示

不进行成本审计，而 47.37%的人认为有审计但不规律，

这意味着缺乏持续的监督和评估机制，难以形成闭环管

理；在成本削减措施方面，36.18%的受访者表示很少识

别和削减成本，14.47%的人更是没有专门的成本削减措

施，显示出在成本控制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上存在较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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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1.2.4 信息化水平现状

表 1-4 信息化水平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 比例

信息化系统
满足采购管
理需求情况

完全满足，系统功能强
大且用户友好

20 13.16%

基本满足，但某些功能
需要改进

45 29.61%

部分满足，系统功能有

限，影响效率
60 39.47%

不满足，系统功能严重
不足，亟需升级

27 17.76%

信息化系统

在采购流程
中的作用

非常重要，系统是采购
流程的核心

25 16.45%

重要，系统提高了流程

的效率和透明度
45 29.61%

一般，系统对流程的改
进作用有限

60 39.47%

不重要，系统对流程几
乎没有影响

22 14.47%

信息化系统
数据准确性

非常准确，数据实时更

新且无误
15 9.87%

较为准确，但偶尔有数
据错误

50 32.89%

一般，数据准确性有待
提高

60 39.47%

不准确，数据错误频繁，

影响决策
27 17.76%

信息化系统

用户友好性

非常好，界面直观，操
作简便

20 13.16%

较好，大部分功能易于
使用，但有少数复杂

45 29.61%

一般，界面和操作有待

优化
60 39.47%

差，界面复杂，操作困
难

27 17.76%

关于信息化系统满足采购管理需求的情况，仅有

13.16%的受访者认为系统完全满足需求，而 39.47%的受

访者则表示系统功能有限，影响了采购效率，显示出当

前信息化系统在功能上的不足；在信息化系统在采购流

程中的作用方面，39.47%的受访者认为系统对流程的改

进作用有限，只有 16.45%的人认为系统是采购流程的核

心，这表明信息化系统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率和透

明度提升作用；数据准确性方面的反馈同样不乐观，

39.47%的受访者认为数据准确性有待提高，而 17.76%

的人则指出数据错误频繁，严重影响决策，反映出数据

管理的薄弱环节；关于信息化系统的用户友好性，仅有

13.16%的受访者对系统的界面和操作表示满意，39.47%

的人认为界面和操作有待优化，17.76%的受访者则觉得

界面复杂，操作困难。这些结果表明，临沂分行亟需对

信息化系统进行升级与优化，以提升其在采购管理中的

实际应用效果，增强整体工作效率。

2 临沂分行后勤采购管理的实证分析

2.1 后勤采购管理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n 平均值 方差 标准差

采购流程 152 2.401 0.740 0.860
供应商管理 152 2.532 0.680 0.824
成本控制 152 2.192 0.790 0.888

信息化水平 152 2.322 0.724 0.851

临沂分行在后勤采购管理的各个维度上表现出不

同的情况。采购流程的平均值为 2.401，表明整体流程

相对高效，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尤其在减少不必要的步

骤和优化瓶颈环节方面。供应商管理的平均值为 2.532，

显示出供应商的多样性和合作态度较为积极，但仍有进

一步提升的潜力，尤其是在拓展选择范围和加强合作关

系方面。成本控制的平均值为 2.192，显示出该分行在

成本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审计频率

不高，亟需建立系统的方法来识别和削减成本。信息化

水平的平均值为 2.322，表明信息化系统对采购管理的

支持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尤其是在功能满足度和数据准

确性方面表现不佳。

2.2 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

2.2.1后勤采购管理调查数据的信度分析

为评估问卷的信度，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进行

分析。该系数范围从0到 1，通常认为α值在0.7 以上

表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 2-2 信度结果分析

维度 数量 Cronbach's α
采购流程 5 0.823

供应商管理 4 0.759
成本控制 4 0.812

信息化水平 4 0.788
总计 17 0.82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超过0.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其中，采

购流程的信度最高，达到 0.823，显示出该维度的内部

一致性最强。

2.2.2后勤采购管理调查数据的效度分析

为评估问卷的效度，采用 Kaiser-Meyer-Olkin

(KMO) 测试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KMO 值介于 0 到 1

之间，通常认为 KMO 值在 0.6 以上表示数据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是否显著。

表 2-3 效度结果分析

指标 值 解释

KMO 值 0.846 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Bartlett 球形检验
统计量

245.67 P< 0.001，表明变量之间相关
性显著。

KMO 值为 0.846，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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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统计量为 245.67，且 P

值小于 0.001，进一步确认了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性。

2.3 后勤采购管理关键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为识别影响临沂分行后勤采购管理的关键因素，采

用因子分析方法。通过提取主成分，确定了几个主要因

子，这些因子解释了整体采购管理的变异性。以下为因

子分析结果：

表 2-4 因子结果分析

因子 因子名称
解释的方差

（%） 因子载荷

1 采购流程效率 35.12 0.785, 0.762, 0.730
2 供应商管理质量 27.45 0.846, 0.821, 0.799
3 成本控制能力 18.93 0.712, 0.684, 0.675
4 信息化水平 12.50 0.710, 0.698, 0.690

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因子“采购流程效率”解释

了 35.12%的方差，显示出采购流程的高效性在整体管理

中的重要性。第二因子“供应商管理质”解释了 27.45%

的方差，强调了对供应商的管理与评估对采购管理效果

的影响。第三因子“成本控制能力”与第四因子“信息

化水平”也显著影响着采购管理，分别解释了 18.93%

和 12.50%的方差。

2.4 影响后勤采购管理效率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各关键因素对后勤采购管理的影响，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下为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2-5 回归结果分析

自变量
相关系数
（β）

标准误
（SE） t P

采购流程效率 0.421 0.075 5.613 <0.001
供应商管理质量 0.365 0.072 5.069 <0.001
成本控制能力 0.289 0.068 4.252 <0.001
信息化水平 0.213 0.066 3.227 0.002

R² 0.641
调整后的 R² 0.622

F 32.753 <0.001

采购流程效率对后勤采购管理的影响最为显著（β

= 0.421，P< 0.001），其后是供应商管理质量（β = 0.365，

P< 0.001）和成本控制能力（β = 0.289，P< 0.001）。

信息化水平的影响也具备统计显著性（β = 0.213，P=

0.002）。整体模型的决定系数（R² = 0.641）表明，

所选自变量可以解释后勤采购管理变异的 64.1%。

3 临沂分行后勤采购管理优化策略

3.1 采购流程优化策略

为了显著提高临沂分行后勤采购管理的效率，关键

在于简化采购流程，识别并剔除多余的步骤，避免不必

要的操作，有效缩短采购周期，降低操作的复杂性。这

不仅能加快响应速度，还能激发采购团队的工作热情。

明确每个环节的责任分工至关重要，确保每位参与者都

清楚自己的职责，并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和认同，从而提

升协作效率，减少因职责不明确而产生的推诿现象
[4]
；

建立有效的流程监督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定期评

估和监控采购流程的执行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潜

在问题，确保流程的顺畅和高效
[5]
。综合实施这些优化

策略，将使采购流程更加透明和灵活，有助于资源的有

效配置，最终实现后勤管理目标，并为整个分行的运营

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

3.2 供应商管理优化策略

提升临沂分行后勤采购管理的成效，一是必须严格

执行供应商筛选标准，确保所选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

信誉、稳定的供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这将为后续采购

流程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加强对供应商的考核评估至

关重要，定期对供应商的交货时间、质量控制和服务态

度进行综合评价，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调整

和改进措施
[6]
。三是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样重要，

通过与优质供应商的长期合作，不仅可以降低采购成本，

还能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实施这些优化策略

将有助于提高供应商管理的整体效率，确保采购活动的

顺利进行，从而为后勤管理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3.3 成本控制优化策略

临沂分行的后勤采购管理中实现成本控制的有效

提升，一是制定科学的成本预算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

为采购活动设定清晰的财务框架，还能帮助识别和避免

不必要的开支。二是优化采购价格谈判策略是提高成本

效益的关键。通过深入的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掌握行

业价格动态，以便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争取到更有利的

价格条件。三是强化成本核算与分析工作，为决策提供

坚实的数据支持。通过建立详尽的成本分析体系，定期

评估实际成本与预算之间的差异，并及时调整采购策略
[7]
。这些措施将为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提供系统性的支

撑，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整体后勤管理的效

率和效益。

3.4 信息化建设优化策略

为了在临沂分行的后勤采购管理中实现成本控制

的显著提升，以下是几个关键的信息化建设优化策略：

第一，制定科学的成本预算是基础。这不仅能够为各项

采购活动设定明确的财务边界，还能帮助我们识别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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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不必要的支出，从而实现成本的精准控制。第二，优

化采购价格谈判策略同样至关重要。通过深入的市场调

研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掌握行业价格的最新动态，这

将使我们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争取到更

具竞争力的价格。第三，加强成本核算与分析工作，为

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8]。通过建立详尽的成本分

析体系，可以定期评估实际成本与预算之间的差异，并

及时调整采购策略，确保成本控制的有效性。

这些信息化建设的优化措施将为实现有效的成本

控制提供系统性的支撑，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

高整体后勤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临沂分行的持续发展

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4 结语

调查揭示了采购流程、供应商管理、成本控制和信

息化水平等多个维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

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采购流程存在一定的效

率和透明度问题，供应商管理需进一步多样化和质量控

制，而成本控制则显现出预算不足和审计不规律的短板。

基于此，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包括简化采购流程、

严格供应商筛选标准和制定科学成本预算等。这些策略

旨在提升采购管理的整体效率，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更好地支持后勤管理目标的实现。通过优化建议，

为临沂分行后勤采购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期待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能够显著改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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