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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系统改进：精益生产》

 

主讲：王国钦

 n  课程背景：

 

持续改进是生产运作系统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系统改进的动因主要来自两方面：市场的拉动与技术

的推动。生产运作系统改进的目标是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提高系统运行的效率，不断增强市场竞争

力。



满足用户的需求体现在产品与服务的功能、品种、质量、数量、时间、地点和价格上；提高系统的效率

体现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经济性及过程的产出投入比上，由此获得的竞争力应当是持续的竞争力。

生产运作系统改进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1) 生产运作模式的改进，如通过集成化、精细化、敏捷化和柔性化，创造新型现代化的生产组织与管理

的方式；

(2) 生产运作结构与要素的改进，如产品、设备、工艺、技术、人员素质等要素的改进，提高系统的服务

水平与运行效率；

(3) 生产运作工作系统的改进，如改进工作方法，控制作业时间，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

挥操作员在生产运作中的能动作用。

诊断是改进生产运作系统的重要方法，如同医生诊断患者病情一样，生产运作系统诊断的任务是应用相

关理论，针对具体生产运作系统实际状况查找原因、分析原因、提出改进的措施。

精益生产理论作为诊断生产运作系统的重要理论，掌握其正确知识体系、思想精髓和方法体系尤其重要

。

 

一直以来，市场上没有出现一门原汁原味、系统讲解精益生产知识理论、思想体系和应用方法于一体的

课程，客户所能见到的，大多是经过了改编、删减、加料等“再制品”，那些看似内容丰富的“精益生

产”内容，其实是某些讲师个人的臆断和偏好，全凭其学识及经验的高低。

 



我们提倡对标学习的科学、严谨、务实学风，掌握一次真正的精益生产，再结合自身企业进行改进方案

的设计，而不再是东一个知识点、西一个方法地折腾。

 

以做学问、搞科研的态度，学习精益生产，调理性改进，和谐式发展，科学改进你的生产系统，提高你

的企业生产绩效，增益你公司的经营盈利！

 

n  课程收益：

 

1．从制造业的系统出发，认识价值流和浪费，并持续改善的方法

2．使现场管理者系统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快速解决现场异常；

3．帮助现场管理者掌握精益生产的方法，全面提升员工素养与技能；

4．建立精益生产模式，提升制造节拍，提高企业制造价值流高效实现；

5．降低制造成本，实现高效增长，并支持拉动生产系统的实施；

6．培养企业精益文化与持续改进的良性氛围。

 

n  课程大纲： 

 



一、认识精益生产

1．欧美学术界、企业界在学习总结日本丰田准时制生产方式基础上而提出

2．帮助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超越

3．是一种管理哲学思想

4．是集生产小作坊的精干灵活与大生产的规模效益于一体的生产方式

 

二、精益生产的基本思想

1．减少管理层次，缩短决策路径，将责任和权力下放到生产线

2．杜绝一切浪费，制止盲目生产和无效劳动

3．持续改进，追求卓越

4．用户导向，与协作厂商建立命运共同体

 

三、精益基本思想在生产系统中的贯穿应用

 

1．产品开发

 



① 采用标准部件和模块化设计（IPD集成开发管理）

② 采用“主查”制矩阵式组织形式（项目制管理）

③ 采用并行工程，实现同步开发

 

2．生产过程

 

① 精益生产的管理思路图

 

② 零库存

A.  JIT准时制生产

B.  看板管理方式

C.  5S管理是基础工作和维护性工作

③ 零缺陷（防呆措施）

A.  自动检测

B.  人工检测

④ 减少作业人数



A.  按生产任务弹性配备作业员——U型配置设备

B.  U型生产线连接并行——多能工

C.  修改工作改进的成果——形成标准化

⑤ 工作改进

A.  实施合理化建议活动（提案制度）

B.  产品改进

C.  工艺流程的改进

⑥ 工人小组

A.  实行作业小组的基本工作单元——给工人较大自主权

B.  小组负责人具有广泛的职能——项目管理方法

C. 

不强调小组成员有明确的岗位与职责严格划分——要求每位成员有能力独立、高质量完成小组每项任务

D.  生产中出现问题所有成员要主动参与解决，成员之间密切交流沟通——团队精神

E.  防止不合格在制品进入下工序——小组之间建立高质量服务关系

F.  管理重心、管理权力与责任下移——减少管理层次，简化决策程序

 



3．供应与销售

 

① 物料采购

A.  降成本的主要方法——将大部分零部件交给独立供应商，企业只负责总装和关键部件生产

B.  降低采购价格——招标方式促使供应商之间相互竞争

C.  减少供应商数目——双渠道采购制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质量指标定期考核）

a.  供应商参与生产商新品开发研制

b.  供应商保证供应质量，做到买方无须检验投入生产线

c.  按准时制要求将零部件直接供货到工位，减少中间库存

D.  协同降低成本做法——双赢原则协商采购价格；帮助供应商改进工作，降成本

E.  简化采购工作——只管理层供应商，第二层供应商由层供应商管理

 

② 用户服务（训练：供应商分层网络图）

A.  销售成为生产新起点——细分市场，多元化灵活服务；建立信任关系

B.  两种系统混合使用——提高生产交付能力，更好服务客户

a.  准时制拉式系统安排：人工信息系统。流水生产，重复性批量生产，



b.  制造资源计划：计算机系统。安排复杂生产计划，动态批量重复生产，单件小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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