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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制造成本是企业赢得竞争的主要途径。
　　产品设计可制造性是指所设计的产品的可加工性（我国工业部门一般称为工艺性），在产品设计
或论证阶段，如果不认真考虑可制造性，则会在组织生产时出现制造周期延长、成本提高或材料供应
困难等问题。
　　产品在进入生产制造环节前需要对可制造性进行衡量，产品设计是否考虑了制造加工的工艺可行
性尤为重要，系统设计能力和水平是装备制造技术水平最直观、最集中的表现。
在我国军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引进技术、合作设计、合作生产、自主开发等多种途径，已能生
产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
　　一直以来，尤其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军工系统各行业科研、生产任务繁重，新材料、新技术
、新设备不断出现，新产品、新型号的设计、生产始终是一个制约军品发展的瓶颈问题，实践经验丰
富、熟知生产工艺过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严重匮乏，经验丰富的设计、工艺、生产人员相对较少，而
且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越来越需要快速开发生产新的、工艺成熟的产品，以增加企业的竞
争力，这就需要提高产品设计工程师及制造工程师的综合能力，使其工作更易于衔接，既可帮助产品
设计人员提高对工艺知识的了解，又能帮助制造人员组织产品可制造性评审及生产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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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产品设计可制造性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对军工产品设计时如何考虑可制造性，制造时
如何组织实施，与其他生产技术的关系，可制造性工程师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最新实用技术，以及对
各种零件的通用可制造性考虑等基本知识和实用案例等。
本书是国防工业系统及其他工业系统的产品设计人员、工艺人员、产品生产与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专
业师生非常实用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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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项目管理技术　　所谓项目管理，就是项目的管理者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
、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
即从项目的投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评价，以实现项
目的目标。
　　从根本上讲，项目管理并不神秘，人类数千年来进行的组织工作和团队活动，都可以视为项目管
理行为。
人类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重复性、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活动，称为“运作”，如用自动
化流水线批量生产某些产品的活动；另一类是独特的、一次性的活动，称为“项目”，如任何一项开
发活动、改造活动、建造活动等。
在这个社会上，项目随处可见，小到一次聚会、一次郊游，大到一场文艺演出、一次教育活动、一项
建筑工程、一次产品开发活动等。
因此，项目管理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企业设定了一个项目后，参与这个项目的至少会有好几个部门，包括财务部
门、市场部门、行政部门等，而不同部门在运作项目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需进行协调，而
这些无疑会增加项目的成本，影响项目实施的效率。
　　而项目管理的做法则不同。
不同职能部门的成员因为某一个项目而组成团队，项目经理则是项目团队的领导者，他们所肩负的责
任就是领导团队准时、优质地完成全部工作，在不超出预算的情况下实现项目目标。
项目的管理者不仅仅是项目执行者，他参与项目的需求确定、项目选择、计划直至收尾的全过程，并
在时间、成本、质量、风险、合同、采购、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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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品设计可制造性是指所设计的产品的可加工性（我国工业部门一般称为工艺性），在产品设计
或论证阶段，如果不认真考虑可制造性，会导致组织生产时出现制造周期延长、生产成本提高或材料
供应困难等问题。
　　本套丛书既可帮助产品设计人员提高对工艺知识的了解，又能帮助制造人员组织产品可生产性评
审及生产组织工作。
针对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兵器等国防行业产品的设计、制造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
水平，以及较强的实用价值及创新性，能满足航空工业及其他国防工业的实际需要，可作为国防工业
系统及其他工业系统的产品设计人员、工艺技术人员、产品生产与管理人员。
以及相关专业师生非常实用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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