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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 

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所创造的丰田生产方式，

是继单件小批量和福特生产方式(大量装配线方式) 之后诞生的生产方式。它的

基本理念是通过寻找和消除生产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浪费现象达到彻底降低成本

的目的。 

目前国内的中小企业管理落后，生产管理中存在着大量的浪费现象。如何在

A机械公司中导入精益生产，实现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提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从企业微观的生产现状出发，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

对 A机械公司导入精益生产模式进行思考。根据上述思路和框架，本文分五部分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内机械行业的现状和展望，同时对精益生产的理论进行相

应的介绍。 

第二部分对 A机械公司的生产系统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

精益生产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企业价值流对生产重新规划、单件流的应用、从推动式生

产到拉动式生产在各方面对 A机械公司实施精益生产。 

第四部分对 A机械公司实施精益生产的效果进行分析。 

第五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得出结论：国内的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实施精

益生产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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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Lean Production derived from TPS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Lean Production 

focus on all kinds of waste exists in enterprise，reduces these wastes through tools and 

methods of value stream analysis，continue flow，production etc. 

The small-and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are carelessness 

of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experience that Company A 

improved the product spot by Lean Production. 

There are 5 parts: 

Part 1 giv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chine industry in China and Lean Production 

concept. 

Part 2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Company A and the problems that Company A 

faced before applied Lean Production concept and JIT concept. 

Part 3 gives the actual actions that Company A used to apply the Lean Production， 

such as “one flow”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Part 4 gives the conclusion of applying Lean Production concept in Company A 

when writer attended this project.  

Part 5 gives the suggestion that other automobile par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can 

refer from this successful case. To study and use for reference the experience that 

Company A improve the product spot by Lean Production will have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other Chinese corporations and acquiring more 

profit.  

 

Key words：Lean Production；Valu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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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 1 –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国内机械行业的现状 

1.1.1 2007 年机械行业回顾 

     ⑴ 行业景气依旧 

    2007 年 1-10 月我国机械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87%，其中工程机械行业

为 43.95%，石化通用、重型矿山、机床工具、电工电器、机械基础件、汽车以

及其他民用机械行业的增幅均超过了 30%；出口同比增长了 40.2%，其中工程机

械增速达到了 60.77%，而石化通用以及重型矿山也都保持了 45%以上的增长。

1-10 月份，全行业完成新产品产值 11509.11 亿元，同比增长 37%，高于全行业

销售收入增速 5.13 个百分点。内需以及出口的强劲增长保证了行业的持续景气。 

     ⑵ 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改善 

    2007 年专用设备和交运设备毛利率整体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通用设备毛

利率基本维持稳定，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增强。盈利能力增强主要由于公司成本控

制的加强，装备技术升级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企业资产运营能力增强，从而

克服了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①
 

 

1.1.2  2008，2009 年机械行业前景展望 

    ⑴ 2008 年重工业化进程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继续维持行业景气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

产业结构调整，发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

德国等国家转移，集中发展半导体、通讯、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次产

业结构调整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日本、西德等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

中国家(东南亚国家)转移，而本国则发展电路、机械、精细化工、汽车等能耗小、

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由工业化阶段向新经济时代转变，制造业开始向中国、印

                                             
① 资料来源：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08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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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国家转移。 

我国目前处于重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和

韩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水平。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带动整个机械行业繁荣，

而机械行业由于各个子行业发展趋势等的不同，所处的行业周期也不一样，总体

来看港口机械、纺织机械等处于行业的成熟期，而数控机床、军工制造等等则处

于行业成长的初期。 

    ⑵ 2009 年出口增速会减慢 

2007 年我国机械行业出口保持 40%左右的高速增长，出口地区主要分布在亚

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亚洲主要出口国家为日本和韩国，欧洲主要为德国、荷兰

以及俄罗斯，北美洲主要为美国，出口主要对象为产业转移国。从出口增速来看，

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明显加速，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由于这些国家多数处于

高速增长时期，未来对机械设备需求增长较快。
①
 

预计我国机械产品未来出口将依然保持增长，但是受到目前欧美金融危机的

影响，估计 2009 年增长会减慢。 

    ⑶ 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提升公司价值 

    机械制造业中，技术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的产品基本由发达国家掌握，中低

档产品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然而，通过原始的积累，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逐步增强，拥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的产品越来越多，产品附加值也不断增加。 

    国内企业通过自主创新逐步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加上我国产品特有的成本

优势，大量高端机械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并大量出口。目前，我国在数控机床、工

程机械、交运机械等方面的进口替代趋势明显，并且出口快速增长。 

    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2007 年 1-10 月份，全行业完成新产

品产值 11509.11 亿元，同比增长 37%。重大新产品的研制成功，为国家重大经

济建设项目提供了急需的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减少了设备进口。2007 年我

国机电产品前 11 个月出口增速明显高于进口增速，增速差额保持在 11%以上，

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 

    ⑷ 子行业分化加大，政策支持行业未来前景广阔 

    国家为鼓励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重大装备出口退

                                             
① 资料来源：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08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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