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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论文研究对象为国内一家卫浴企业内的电镀工厂。主要针对该工厂的运作管

理问题及优化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的意义在于应用经典运作管理相关理论，探索

适合于中国中小企业运作管理优化的一些方法。该电镀厂在整个企业工艺链中的

运作管理水平最为落后，明显成为了该企业生产运作的薄弱环节。本论文通过对

该电镀工厂的运作管理中订单、工具、原料、工艺、设备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结合国际主流的运作管理理论提出对策和实践，进而分析改善达到的效

果与不足。研究证明通过具体的订单、工具、原料、工艺、设备五个方面的优化

改善、并结合组织和绩效管理改革，能过显著提高企业的现场管理水平，进而提

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现场管理提升的基础在于作业的标准化及规范化，做好标

准化和规范化的前提设好的运作设计和有效的执行。本论文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一

家电镀工厂，但其所存在的运作管理问题在中国的制造企业普遍存在，其所实践

的管理提升方法也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运作管理；精益生产；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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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a plating factory of an excellent domestic 

sanitary and bath ware enterprise. The paper mainly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factory’s 

problem in operational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some methods of optimization suitable for Chinese 

SMEs’operational management by applying classical theories of operational 

management.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the enterprise i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at home. 

In the entire process chain, Plating Factory’s quality, delivery and service index are 

most backward and obviously become the bottleneck in productio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lating factory’s problem in operational management, with 

mainstream operational management theory,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puts them into practice, then analyzes the effect that improvement achieves as well as 

inadequac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is crucial to an 

enterprise’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Although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thesis is a plating factory, the problem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is very 

common among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methods of advancing 

management that put into practice have also some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 Operations Management；Lean Production；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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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挑战 

自从 1776 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分工理论，告诉人们要提高生产效率，

必须要分工劳作。1776 年以来，社会开始向工业化进程发展，经历 200 多年的

发展过程，到 19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供求平衡的状态。随之而来的是：

竞争。竞争的核心是为顾客创造价值。价值=性能/成本，在这个基础上，成本的

下降比性能的下降更容易。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制造业全球化的推进，第

一个选择就是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将离散型产品生产，逐渐地向中国这个人口大

国进行扩张，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为实现发达国家制造业降低成本。这样，中国

的制造业逐渐形成了大小规模不等的离散型产品生产企业。当前状况已经达到

2000 多万家离散型产品生产企业。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离散型产品制造生产大国。随之

而来的订单也逐渐增多。在大量的订单面前及 30 年的计划生育至今，中国的人

力资源成本优势开始下降。现在人力资源的成本上涨给中国离散型产品生产厂商

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离散型产品生产企业怎样面对？是一个

重大的课题。 

为了满足离散型产品生产企业的管理，从欧美、日本等引入了：工业工程、

精益生产等管理技术的推广应用。从实际推广应用的情况看：有效比例不是理想

的状态。中国制造型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

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尽快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管理思想与

管理工具。并且在这个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思想与

工具。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从目前的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 

二、 运作管理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运作管理的对象是运作过程和运作系统[1]。运作过程是一个投入、转换、产

出的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或价值增值的过程，它是运作的第一大对象，运作必

须考虑如何对这样的生产运作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运作系统是指上述变

http://blog.ceconlinebbs.com/BK/%EF%BF%BD%EF%BF%BD%EF%BF%BD%EF%BF%BD%D2%B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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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程得以实现的手段。它的构成与变换过程中的物质转换过程和管理过程相对

应，包括一个物质系统和一个管理系统。 

企业运作管理要控制的主要目标是质量，成本，时间和柔性，它们是企业竞

争力的根本源泉。因此，运作管理在企业经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二三

十年来，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本身的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不

断提高，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过程日趋复杂，市场需求日益多样化、多变化，世界

范围内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些因素使运作管理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近

十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运作增添了新的有力手段，也使运

作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使其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扩大，体系更加完

整。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运作管理如何更好地适应市场竞

争的需要，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突出问题。由于运作管理对企业竞争实力的作用

和对运作系统的战略指导意义，它日益受到各国学者和企业界的关注。随着人们

对企业战略的研究与实践，也开始了对运作战略的研究。 

第二节 研究目的 

一、 改善 A 工厂的运作管理水平 

21 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生产原料成本的上涨，劳力成本的提高，

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给处于产业链中最底端的制造业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审时度势，紧跟科技进步的发展

方向，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武装企业的生产运营，用技术革命带来生产

制造型企业的再次腾飞，引领行业向前发展的方向，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重点问

题，各个企业也在进行着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方面的研究与变革。A 工厂在新世纪

的竞争浪潮中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也一直在不断进行着运营管理方面的改革与

尝试。本文基于此考虑，深入分析公司目前的生产运营情况，针对 A 工厂生产

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应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对不合理的生产运作管理系统进行研

宄与改善，以达到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 

A 工厂的运作管理水平问题，已近成为整个企业的业绩最大瓶颈。研究 A

工厂所存在的问题，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并追踪改善的效果。一方面，不仅有利

http://baike.baidu.com/view/962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2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2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0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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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A 工厂自身的财务绩效提升 ，也有利于整个公司的业绩提升。另一方面，从

这样的管理实践中也能得到启发，对于后续如何持续进步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笔者作为 A 工厂所属企业的生产副总，直接管理 A 工厂的日常运作，可以获得

A 工厂运作管理的详细情况和第一手数据，可以对研究提供充分的资料，确保研

究的质量。 

二、 A 工厂对于中国企业的普遍性意义 

中国的工厂制造业起步较晚，且规模较小，以手工作坊为主。随着新中国的

成立，逐步建立起了大量的生产企业，他们不断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应

用到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开始在高等学校开设工业工程

等专业，学习先进的生产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企业巨头涌入中国，

投资建厂，并将流行的生产管理方法如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精益生产及质量管理，

库存管理等带入国内。同时国内的优秀企业如华为、中兴、联想等也在同外资企

业竞争合作的过程中引入优秀的生产管理方法，打造出了一流的中国制造企业。

但不可否认，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制造业管理水平同国际优秀企业还有相当的差

距，还处于模仿和探索阶段。 

A 工厂虽然是一家特定的电镀工厂，但其业务模式和运作类型却有普遍的意

义。其所面临的诸多运作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所普遍存在的。

因此通过研究 A 工厂的运作管理优化活动，对于广大中国制造企业也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本论文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借助于经典管理理论精益生产和目标

管理，结合实际企业运作管理优化案例，深入分析其运作管理问题成因，对应的

优化措施，以及措施的有效性及影响，进而总结其背后的规律。具体研究方法如

下： 

1、文献研究法 

主要研究了几类文献：精益生产的理论；目标管理理论；绩效管理理论；近

年来相关运作管理方面论文 

2、案例分析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 电镀工厂的现场管理优化研究 

 4 

本文所研究对象为国内一家电镀工厂，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原因分析、对策实

施、效果分析几个步骤，层层推进，通过实例来得出研究结论。 

3、调查与访谈 

笔者服务于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企业，实际参与生产运作优化的设计和实施，

大量时间接触运作现场，通过对实际运作的观察、人员的访谈、得到第一手的数

据、信息、感受。 

4、统计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大量的财务及非财务数据，对比改善前和改善后数据变化，分

析改善实施的效果。 

第四节 研究框架 

在本文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包括六部分内容：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分

析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运作管理总体状况，引出 A 工厂在运作管理方面面临的压

力与困难，以及论文研究的目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相关理论研究综述，首先阐述了精益生产的相关理论和原则；然后

阐述了目标管理的概念、特点及实施技巧。为后续的运作管理优化研究提供了理

论基础。 

第三章，介绍了 A 工厂和 A 工厂所隶属的 S 公司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行业背

景。描述了 A 工厂在运作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的成因做了一一分析。 

第四章，针对 A 工厂所存在的订单、工具、原料、工艺、设备五个方面运

作管理问题，逐一阐述了对应的运作管理优化措施 

第五章，对上述采取的运作管理优化措施，进行评价。评价角度一从具体问

题的改善角度；二从工厂运作结果的 KPI 来看。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总结 A 工厂运作管理优化措施中所存在的普遍性规

律，展望 A 工厂及类似企业在运作管理方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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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整体内容框架，见图 1-1 所示： 

 

图 1-1  研究内容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绪论 

理论研究综述 

A工厂的背景介绍及运作管理问题分析 

问题的分析与改进 

改善方案实施的效果分析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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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概述 

第一节 精益生产 

一、 理论简介 

精益生产是通过系统结构、人员组织、运行方式和市场供求等方面的变革，

使生产系统能很快适应用户需求不断变化，并能使生产过程中一切无用、多余的

东西被精简，最终达到包括市场供销在内的生产的各方面最好结果的一种生产管

理方式[2]。与传统的大生产方式不同，其特色是“多品种”，“小批量”。 

精益生产又称精良生产，其中“精”表示精良、精确、精美；“益”表示利益、

效益等等。或者说，精，即少而精，不投入多余的生产要素，只是在适当的时间

生产必要数量的市场急需产品（或下道工序急需的产品）；益，即所有经营活动

都要有益有效，具有经济效益。精益生产就是及时制造，消灭故障，消除一切浪

费，向零缺陷、零库存进军。它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一项名为“国际汽车计划”

的研究项目中提出来的。它们在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对比后，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

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称之为精益生

产，以针对美国大量生产方式过于臃肿的弊病。精益生产综合了大量生产与单件

生产方式的优点，力求在大量生产中实现多品种和高质量产品的低成本生产。 

精益生产给了我们一个理念，但是具体到每个企业的执行确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不同的企业在行业特点上不尽相同，就拿流程行业和离散行业来说，流

程行业，比如化工，医药，金属等，一般偏好设备管理，如 TPM（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因为在流程型行业需要运用到一系列的特定设备，这些设备的状

况极大的影响着产品的质量；而离散行业，比如机械，电子等，LAYOUT，生产

线的排布，以及工序都是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离散行业注重标

准化，JIT（Just In Time），看板以及零库存。 

 

http://baike.baidu.com/view/924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141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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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精益生产理论构架 

资料来源：《精益思想》，（美）沃美克，（美）琼斯 著 

 

二、 原则 

原则 1:消除八大浪费 

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八大浪费涉及：过量生产、等待时间、运输、库存、过程

（工序）、动作、产品缺陷以及忽视员工创造力。 

原则 2:关注流程，提高总体效益 

管理大师戴明说过：“员工只须对 15%的问题负责，另外 85%归咎于制度

流程”.什么样的流程就产生什么样的绩效。改进流程要注意目标是提高总体效

益，而不是提高局部的部门的效益，为了企业的总体效益即使牺牲局部的部门的

效益也在所不惜。 

原则 3:建立无间断流程以快速应变 

建立无间断流程，将流程中不增值的无效时间尽可能压缩以缩短整个流程的

时间，从而快速应变顾客的需要。 

原则 4:降低库存 

需指出的是，降低库存只是精益生产的其中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和降低成本，而且低库存需要高效的流程、稳定可靠的品质来保证。很多企业在

实施精益生产时，以为精益生产就是零库存，不先去改造流程、提高品质，就一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沃美克&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琼斯&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4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9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9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9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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