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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精益生产是起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无论是从成

本，效率上，还是从质量，交期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大量生产方式，因此被认为是目

前 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誉为“改变世界的机器” 。而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仅局限于汽

车行业，几乎大部分的工业生产都可以采用精益生产方式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当前，对于精益生产的推行更多的是在大中型企业当中由专门的精益生产管理部门

进行主导，并推动整个公司的精益管理。而对于小型企业来说，由于资源和投入的限制，

无法全面，系统的建立精益生产体系，但是，是否意味着小型企业就不能够推行精益生

产呢？ AB 公司是一家生产工业用熔断器的小型企业，出于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迫

切需要，基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原有生产管理的实际状况，尝试着进行了精益生产的推

行。本文根据 AB 公司熔断器的生产特点，采用价值流分析的方法，对熔断器的生产制

造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降低熔断器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解

决方案。针对熔断器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别采用了精益生产的各种工具来进行解

决和改进：通过现场 5S 的实施和生产布局的优化，不仅改善了现场的作业环境，减少

了浪费，并为后续的精益管理的实施奠定了基础；通过改变熔断器的大批量生产方式，

实现了生产的均衡化，看板管理及单件流，大大降低了在制品库存，加快了产品生产周

期。AB 公司通过实施精益生产，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保持价格上的成本优势，

终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公司赢利能力的目的。本文对精益生产在 AB 公司的实施

运用过程为研究对象对精益生产在小型企业的实施和推行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对如何在

中小企业中推行精益生产提出一些参考建议和方法，论证了精益生产同样可以在小型企

业中推行并取得较好的成效。 

关键词：精益生产； 价值流；均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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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Lean Produc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namely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After lean production was introduce to the world, it is believe that Lean 

Production will replace the Mass Production which had been popular for many years in 20 

century.  Lean production is much better than Mass production, when compared the 

production cost, efficiency, or quality and delivery. It is considered the most advanced 

production methods. And Lean Production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but 

also formost of the industries. 

Current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n production is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hich are led by specialized lean produ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promote the entire company's lean management. For small enterprises,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inputs, it i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 lean production system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ay. But does it mean that small enterprises can not implement 

lean production? AB company is a small enterprise that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fuses, which 

tries to carry out lean production based on its ow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ts origin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cost.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B fu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fuses with the method of value stream map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fuse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fuse production, 

various tools of lean production were used to solve and improve: the 5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 layout improved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reduced the waste. 

And then AB company change the mass production of fuses according to  leveling schedule, 

Kanban management and single-piece flow, by this way , it is greatly reduced the in-process 

inventory, speed up the production lead tim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n production, 

AB company constantly upgrade their management level, to maintain the cost of the price 

advantage, and ultimately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achieve the company's profit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n production in small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on how to implement lean production in 

small enterprises. It demonstrates that Lean Production can also be implemented in small 

businesses and achieve better results. 

Keywords: 1.Lean Production; 2.VSM; 3.Leveling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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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1  绪论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精益生产在中国的推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长春汽车集团（一汽）开始。

1981 年，丰田公司的大野耐一就曾经到一汽进行讲演和指导。随后，1986 年，湖北

东风汽车集团（二汽）也开始引进“一个流”的生产方式，在丰田公司的专家指导

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其标杆生产线的产能提高了 294%，不良率从 15.6%降到

了 2.45%，在制品库存减少了 76.8%。[1]1990 年出版了《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第

一次把丰田生产方式定义为“精益生产方式”，这让全球整个汽车制造业掀起了学

习和推行精益生产方式的热潮。[2] 

从 90 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客户需求的多样化，许多汽车及零部

件企业面临着如何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缩短交货周期等问题。而精益生产方

式的出现，让很多企业看到了另外一种有别于批量生产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

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投入，来达到与批量生产一样的生产效率。  

2000 年美国 Industry Week 对全球制造企业的普查中显示，世界一流水平的

企业普遍都采用了 JIT（准时制）/单件流、快速换模、看板管理、TPM（全员生产

维护等丰田所开创的生产方法。并且 Industry Week's 分析了从 1991 到 2000 年

期间的许多优胜企业，他们发现精益生产方式是帮助它们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从

全球范围来看，精益生产已经成为世界优秀企业所追求的新一代的生产方式。在全

球范围内，随着精益生产理念的不断传播，一些比较优异的企业结合自身的文化特

点和实际状况，把精益生产的思想和方法融入了整个集团的运营系统当中，创造出

了适合公司发展的生产制造体系，例如：通用汽车全球制造执行系统（Global 

Manufacturing System），德尔福精益制造系统（DELPHI Manufacturing System），

博世生产系统（Bosch Production System）等等。这些公司的生产系统其实质都是

通过应用精益思想的原则和方法，不断的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缩短产品的交期，

降低成本，努力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随着精益生产在汽车行业内取得不断成功，

精益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的认同，使得精益生产方式不再局限于汽车行业，

而且扩大到了其它制造行业，甚至服务行业，也相继吸收了精益生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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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许多大中型制造企业也已经意识到了精益生产对企业的巨大效益，都

在大力推行精益生产。例如：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通过推行精益生产方式， 使得桑

塔纳轿车生产成本连年下降 5%，生产效率每年提高 5%。而中国二汽在变速箱厂推行

精益生产方式 JIT 一年,产量比原设计能力提高了一倍,流动资金和生产线的工人数

减少 50%,生产效率增加了一倍。一汽变速箱厂自从推行精益生产之后,在半年时间

里，实现了产值增长 44.3%,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37%,人均创利增长 25.1%。[1]随着

我国企业对精益生产方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许多汽车、电子、仪表等制造业也开始

按照精益生产的理念实行流水线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然而，在我国的制造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他们对于精益生产的

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存在许多误区： 

    1. 很多中小型企业认为精益生产是建立在管理体系已经高度完善的基础上才 

能实施的，企业还没有发展到推行精益生产的阶段； 

    2. 认为精益生产是很高深的管理工具，规模小的企业没有能力去推行。精益生

产需要具备相应的精益专家才能推行。企业往往认为自己企业的人才素质还有待提

高，还没有具备推行精益生产的能力。 

3. 企业的规模小，没办法像大企业一样对供应商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推行精益

生产不太现实。 

4. 对精益生产的目标认识不全面。精益生产追求的目标是彻底消除浪费，也就

是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以零库存、零缺陷、零故障、零切换、零浪费为目标，努

力朝着这些目标靠拢。从这些具体的目标上看，确实和许多企业的经营现状存在着

较大差距，令人觉得精益生产的目标高不可攀。 

正是因为存在着以上的认识误区，因此，目前在我国的中小企业中成功推行精

益生产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的中小企业仍然停留在粗放管理阶段。 

目前，在我国的制造业中，小型企业总数大约有 800 万家左右, 占据了我国制

造业企业总数的 99% , 而这些小型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例约为

60%, 小企业贡献的利税占全国总数的40% 左右, 提供了大约75% 的城镇就业岗位。

[3]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小企业的生产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摆在许多中小企

业面前的一道难关。而推行精益生产，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同时对于

我国的整体制造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温州的正泰集团在 9 条生产线上实施

了精益生产的改善，结果生产周期平均减少了 96.7%，在制品库存平均减少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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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工数量平均每条线减少了 25.9%，人均产量每条线平均提高 34.6%，产品质量

不良率平均降低 39.3%，节约了 400 多平方米的工厂面积。[4]因此，尽管很多中小企

业的规模不是很大，管理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中小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实

施精益生产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浪费，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3]本文通

过对 AB 公司推行精益生产的实践研究，为中小企业改善交货周期，提高效率，降低

库存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也为广大的中国制造的中小企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1.2 本文研究内容和结构 

本文通过对精益理论以及丰田的精益生产体系的研究，以 AB 公司的精益生产实

施运用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小制造企业如何基于价值流图分析， 结合 5S，均衡生

产，看板管理，快速换模，单件流等精益工具的具体运用，减少价值流中的不增值

部分和浪费现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采取“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研究。首先本文介绍了精益生产在国内外的研

究现状及其应用，然后针对 AB 公司存在的问题，运用价值流程图的方法分析了 AB

公司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AB 公司结合了自身的实际情况，采用

了比较切实可行的精益生产手段如 5S，快速换模，单件流，均衡生产等，具体展现

了 AB 公司实施精益生产的过程及取得的效果， 后在文章的 后一个部分对小企业

如何推进精益生产进一步推动提出一些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来进行的，

文章具体的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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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第 1 章 绪论 

2.1 精益的应用研究综述 

第 4 章 AB 公司价值流分析 

第 2 章 精益生产应用研究

综述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 

2.2 精益生产在国内外的研究及应用 

4.2 AB 公司现状价值流图分析 

4.1 AB 公司现状价值流图 

4.3 AB 公司未来价值流改进方向 

第 5 章 AB 公司问题解决方案 

5.5 注塑看板管理 

5.2 5S 推行 

5.4 快速换模 

5.1 AB 公司精益生产推行基本思路 

4.4 规划 AB 公司未来价值流图 

第 6 章 总结和展望 

5.3 生产布局改善 

第 3 章 AB 公司存在的问题 

3.1 AB 公司的生产工艺及流程 

3.2 AB 公司存在的问题 

5.6 生产均衡化 

5.7 单件流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2  精益生产研究及应用综述 

5 

2  精益生产研究及应用概述 

2.1 精益生产理论研究概述 

20 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改变了单件生产方式，创造性的采用了标准化、

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极大的降低了汽车的制造成本，推动了整个汽车制造业

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美国汽车工业由此超越了其它传统的行业迅速成长为美国

的一大支柱产业，并且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了包括钢铁、机电、橡胶、玻璃、甚至交

通服务业等在内的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别是美国及欧洲等国的社会开始

从单一品种的市场需求步入了一个多样化发展的新市场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单一

的，毫无特色的汽车车型，他们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对汽车的车型和款式进

行选择，这相应地要求汽车制造业向多品种、小批量的方向发展。由于汽车市场竞

争的加剧，单品种、大批量的流水生产方式的弱点日渐明显，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

而丰田公司通过学习福特的流水线生产的优点，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应用，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种低消耗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利用较少的资源创造出更多价值，并且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功。[2] 

在福特的汽车时代，降低成本的 好方式是依靠单一品种实现汽车产品的规模

效应。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如预测不准、设备故障、产品不良等等，都会造成

了生产计划频繁变动、在制品数量庞大、生产周期过长。但是当时由于市场需求巨

大，市场还处在卖方市场，许多企业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初期通过大规模生产

仍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到了 70 年代全球石油危机过后，福特的大批量生产方式的

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而丰田公司以丰田喜一郎及大野耐一为代表的丰田人通过对福

特流水线的深入学习，认为福特的生产方式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于是在丰田公司

内开始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创造出了以准时化（JIT）及“自动化”为两大支柱的丰

田生产方式，凭借着独创的丰田生产方式，丰田公司在全球的汽车制造业中保持着

较高的的盈利水平和优越性。[2] 

丰田生产方式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界瞩目，特别是引起了美国汽车行业对其

生产方式的极大兴趣。1985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汽车计划”（IMVP）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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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五年时间实地考察了 14 个国家的将近 90 个汽车装配厂，比较了这些汽车装

配厂与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厂在生产方式和生产观念上的差别，于是在 1990 年，

他们以这份调查研究的结果出版了《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把

丰田生产方式定义为（LP） Lean Production，即精益生产方式。[2]随着精益生产方

式的提出，全世界范围内逐渐认识到了精益思想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变化，精益生产

方式也从汽车制造领域扩展到产品开发、协作配套、销售服务、财务管理等各个领

域。1996 年，“国际汽车计划”（IMVP）小组为了让更多的人清楚的了解精益生

产方式，以及精益生产必须遵循的一些关键原则，他们又出版了《精益思想》这本

书，以指导更多的企业来推行精益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2.2 国内外精益生产研究与应用现状概述 

2.2.1 国外研究概述 

从 1990 年开始，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中， Womack Jones 把丰田的生产方式

定义为精益生产方式介绍给了全世界，全世界对精益生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

然而对于如何帮助企业推进精益生产还缺乏理论性的指导， 因此在 1996 年出版的

《精益思想》中，詹姆斯 ▪ 沃麦克（James Womack） 和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

把精益生产总结成了 5 个基本原则。这 5 条基本原则如下：[6] 

（1）正确的确定价值 

精益生产认为顾客价值是顾客愿意花钱购买的东西。因此，从顾客的观点出发，

产品从设计到生产交付的过程中，只有可以将原材料和信息转换成顾客所想要的产

品才是给顾客增加价值的活动，而非增值活动不仅消耗资源，而且还不能给顾客想

要的产品做出直接的贡献。从客户的角度出发，真正给客户增值的时间仅仅占到了

整个生产全过程的大约 5%，而 95%的时间都是没有增加价值的，这些不能给客户带

来增值的活动都是浪费，消除整个生产的浪费，提高整个过程中客户增值所占的比

例。精益价值观以顾客为中心，重新审视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过程，把企业和顾客的

利益统一起来，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不断地减少浪费，为顾客创造价值。 

（2）识别价值流 

当整个供应链以终端顾客为中心，企业的目标就是 大化顾客所愿意购买的产

品或服务。而价值流是指从想法到实施，从订单到发运、从原材料到顾客手中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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