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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产品更新明显加快；生产成本急剧上涨；客户（市场）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单位）的利润率一降再
降，进入了“微利时代”。
从经济发展来讲，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中国已进入深度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市场经济已从广度转变为深度，企业
的生存机遇已明显下降；其二，企业已从单一制造转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或产品系列批量加大迫使
企业去寻找新的突破；其三，产品利润空间已经严重萎缩，企业过去依靠低劳动力成本、高工作负荷
支撑企业运行力度明显下降。
为了抓住当前市场机遇，在行业中站稳脚跟，并实现企业成长所必须的积累，通过精益生产，逐步建
立精益经营管理及思想，使产品生产周期再缩短5％一10％；产品库存再降低10％～15％；生产效率再
提高5％；不合格率再降低10％等。
精益生产与经营其本质就是追求效率和价值体现，即做同样的事情比对手做得更好，使企业不断提高
实现市场要求的执行力！
　　精益生产的关键是：清除浪费、实现管理价值流过程，并降低或清除过程中的非增值活动，降低
制造成本并支持拉动生产系统的实施。
　　本书通过大量生产实践案例，使企业更快地了解和应用国际先进管理方法。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新问题，广大企业经营者亟需一部系统讲述
精益生产实践的专业管理书籍，以便指导当前工作。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外资企业高层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精益生产”这一管理概念的
实践总结。
本书取材广泛，并由最新的企业管理资料以及实践应用的图表汇集而成。
可供广大生产管理人员、企业领导参考使用；同时对于高等院校管理专业师生、工矿企业开展继续教
育，也是一本颇有价值的参考培训教材。
　　本书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由杨申仲、徐小力、王亮、杨炜编写；第二章由杨申仲、杨炜、李
秀中、王亮编写；第三章由杨申仲、陆泳凯、王枫、朱同裕编写；第四章由杨申仲、杨炜、李庆东、
谭根龙编写；第七章由杨申仲、徐小力、王亮、朱同裕编写；第八章、第十章由杨申仲、徐小力、杨
炜、陆泳凯、王枫、李庆东、王亮编写；第九章由杨申仲、徐小力、李秀中、杨炜、朱同裕编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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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外资企业高层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精益生产”这一管理概念的实
践总结。
　　本书共分十章。
从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精益生产的发展、精益企业与精益思想的统一、精益生产运营、精益质量
管理、精益物料采购及供应商管理、精益设备管理、精益安全管理到精益财务(总务)管理等内容，进
行了全面地和具体地实操性介绍。
　　书中汇集了大量可借鉴的企业实际应用管理图表，针对性强、实用性强、可采纳和参考性强。
　　本书可供广大企事业单位各层管理工作者参考、借鉴，对大中专院校管理专业的师生有理论联系
实际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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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指导与确定各项生产设备和工艺符合品质管理要求。
　　3）定期或不定期总结制造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
运用统计方法协助生产与工程部门找出问题所在，以期尽快改进。
　　3.成品检验　　1）以最经济、最切实有效的抽验方法，对成品加以检验，并确定抽查的结果，保
证产品品质与可靠性。
　　2）对于检验所得到的不良情况应予以迅速反馈，使不良情况得以立即改善。
　　3）对于客户的不满意或退货报告，应立即找出品质缺陷的原因，并要求及时改正，以达到客户
共同满意的结果。
　　三、品质管理的原则　　1.全面品质管理　　品质管理不仅是品质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全公司
每一部门的共同责任。
从设计、物料、生产以至业务各部门全体人员都要参与。
只有在每个环节上都对品质负责，才能真正做好品质管理工作。
品质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品质信息的服务，并负责推动及时把整个体系连贯起来。
品质管理部门除了品质检验管理以外，主要是提供品质信息，督导及推动各有关部门达到品质要求。
　　2.品质信息的回馈　　品质管理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各项作业过程中防止不良品的发生。
为了确保品质，还需将检验作为辅助手段。
检验之后如果发现品质有缺陷，除了予以退货之外，更需尽快将信息反馈给制造部门，以便研究分析
出现缺陷的原因，设法加以改正，防止以后再发生同样的情况。
没有事前预防及缺陷改善，仅依赖检验绝对没有办法把品质管理工作做好。
　　3.缺陷管理　　对于品质不良的原因，必须追根究底，并研究如何对症下药，彻底杜绝不良品。
探求产生不良品的原因应到现场考察设备、工具、员工的操作情形与方法，详细分析每一项工作，寻
找问题之所在。
一般造成品质缺陷的原因有：　　1）作业人员所作工序品质标准的要求不明确。
　　2）所设定的标准或规格不正确。
　　3）生产人员缺乏品质教育。
　　4）检验人员疏忽不周。
　　5）材料品质不佳。
　　6）设备及工具维护不良，失去加工精度。
　　7）生产人员操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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