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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引领纺织设备管理的转型与发展
北京市质量监督检验培训中心 刘天峰 主任

 

　　前言

　　为规范化、标准化的引导纺织行业设备管理提升工作，中纺联产业部牵头组织起草了中纺联团体标准《纺织行业设备管理评价导则》
（简称《导则》），并向各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近日召开了《导则》团标的专家审定会。该标准出台对全面提升纺织行业装备水平，实现
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2025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设备管理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各类制造业、特别是传统的纺织服装企业落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条件。在质量提升的今天，在发展中国制造的今天，在构建中国制造2025的今天，设备技术和管理的发展，依靠正确
的、科学的理念去发展，才是行业、企业真正成长的道路。笔者先后两次有幸受邀参加标准起草专家会，深知该标准出台的必要性，也希望能通
过本篇文章让企业更易于接受标准、应用标准、推广标准，为实现纺织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好引领。

　　一、国内目前在设备管理方面一些理解上的偏差

　　长期以来，国内企业对设备管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都明显不足，设备管理水平和发达工业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其原因还是在管理
者对设备管理重要性的认知不足。国内管理者对设备管理的定位偏差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设备是公司的成本，而不是投资

　　成本和投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成本，是对价值的耗费，是越少越好的。投资却是创造价值的，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
好，而是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两种不同的认识，导致企业对设备管理方面的投入上产生巨大差异。持投资观点的管理者，关注投资回报率，不
仅会加大对设备的投入，而且还会不断提升设备的利用效率，以期获得更多的价值创造。而认为设备是成本的管理者，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缩减在
设备上的投入，在购进必要设备之后的运营管理上是能省则省，针对设备管理运行的预算更是以持续降低为目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管理者对
设备理解的差异所导致的。

　　2、以购买最先进的设备为重要优势

　　多年来，国内多数制造业的制造能力一直靠购买国外先进的设备来提升。管理者们以进口设备多少来衡量制造能力的强弱，进口越多、
越先进，实力越强。更有甚者，把购买先进的进口设备当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企业总是斥巨资采购新设备，认为最好的方式是能引入整
条的生产线，甚至恨不得年年买设备。但最后，管理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国内装备先进程度世界一流，但中国的制造业已沦为国外设
备厂商的打工仔，企业的利润仅限于微薄的加工费。

　　单纯依靠购买国外的先进设备，企业不仅没有优势，还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同质竞争的陷阱中。在市场竞争中，竞争的主要是产品的先
进性、可靠性；如果说一个制造企业把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当作是产品提升的唯一途径，那么，自己能购买的设备，竞争对手当然也能购买。同
样的设备，可以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企业间竞争就成了价格竞争，而引进设备的那些企业便不再有丝毫的竞争优势。

　　3、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技术，和设备关系不大

　　现在的企业都是非常强调技术，强调市场，强调产品，很少有企业来强调设备，这其实也是个理念上的偏差。良好的、差异化的产品固
然靠先进的技术来实现，但技术实现的方式是什么？如果还把先进的技术仅仅依靠手工作业来实现，那么对企业的竞争力而言，意义并不大。

　　其次，单纯的技术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效用。对于工业技术而言，只有通过设备转化为产品，技术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正如德鲁克所言
“再伟大的智慧，如果不能应用在行动上，也将只是毫无意义的资料”，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还在于实现技术的设备和管理水平。

　　4、设备管理的目标是少坏，或者不坏

　　理想的设备管理目标是什么？国内大多数企业的答案是“少坏”或者“不坏”。与之对应，设备管理者的工作就被局限为修理设备。对
于维持生产产能、保障既定的产品质量来说，维持设备的“少坏”或者“不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有吸引力的产品应该
是具有良好品质、和竞争对手产品能够形成明显差异化的产品；打造这样的产品，就需要企业和竞争对手之间有差异化的技术，以及把这些领先
技术通过设备来实现工业化的装备。

　　真正有价值的设备管理，应当是通过对各台设备熟练地使用，把握设备各项潜在能力，并对各台设备性能的优化，提升设备台套的生产
效率和产品品质。简单来讲，更高要求的，或者说是基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设备管理应该是在“少坏”或者“不坏”上，进一步研究如何把轿车
开出赛车的感觉。

　　5、设备越用越旧，越来越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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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财务会计的处理上，设备购入后就会进行折旧处理，设备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不断贬值，直到剩余残值。这样的处理方式，隐含着一
个被管理者们普遍接受的假设：随着生产使用，从物理和经济上，设备都会越来越旧，越来越不值钱。有了这样的假设，管理者很容易就会忽视
设备的再利用，很难发现设备的经济潜力是无穷的。

　　比如在日本丰田汽车现场，我们经常能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的生产线。这些生产线通过管理人员的不断改进，不仅一直沿用到今天，而
且依然可以生产出世界一流水平的产品，持续为企业创造高利润。所以，设备的价值不在于设备的新旧，而在于设备潜力开发的深度。设备管理
能力越高，设备的经济潜力就越高。

　　6、小结

　　以上的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在国内的制造企业比较普遍，尤其是企业的决策者。产生这样的原因比较多，一是学术上缺乏对设备管理的
深层次研究，二是社会上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三是国内还没有完全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所以很多决策者很难把设备管理和企业运营能有机
地结合起来，由此便产生了这样的一些误区。

　　这样的误区对于企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决策者基于这些理念，在设备管理方面做出的各项决策，不仅会影响到设备管理的效率和水
平，更是会导致企业在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失去优势，从而导致整个在经营上的困顿。

　　二、设备管理的本质

　　“第一性原理”是计算物理学中的专业名词，延伸到生活中成为一种从原理出发，一步步往前推演，直到找出适合该问题的解决方法的
思维方法。做好设备管理，我们也可以利用“第一性原理”，也就是首先认识设备的本质什么，用设备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找到怎样才能利用
设备达到目的的有效方法。

　　1、设备的本质是工具

　　回到本质，设备实际上是人类为了提升工作效率，而发明创造的一种工具。小到工装夹具，一把尺子、一把小刀，大到航天飞机、自动
化的装备等，再到我们常说的智能设备，本质上都是一种工具。现代社会的各类设备，跟古代使用的石刀、弓箭、骨针、风车等在本质上是一样
的，都是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几千年前孔子在给其学生讲道理时就把引用了古代在工作时工具的重要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工具逐步
演变成了装备，人们开始迷失了第一性原理。一方面，把设备看成是无所不能的怪兽，只要把原料放进去，那边就会自动地制造出标准化的产
品；另一方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设备运行的好坏，与公司的市场无关，所以对他的定位就是成本越低越好。

　　2、工具的作用和地位

　　事实上，人类之所以会发明工具，是为了能支持人工操作、提高工作效率。人类之所以能在自然界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很大原因也
是因为人类会使用工具。可以说，工具的出现和改进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与此同时，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也凝聚了人类社会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从石刀、骨针，到锄头、马车，再到现代的火箭、卫星，人
类的技术不断应用到工具上，而工具由不断为人类提升效率、创造价值。军事竞争的核心是装备水平的竞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核心是工具的发
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具的先进性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先进性。

　　3、设备的作用和地位

　　所以，从管理角度来理解，设备是为了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对于广大的制造业来说，企业运营的核心，一方面是设计能力的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则是设备能力不断的提升。

　　设备先进性是企业利润的来源。在市场竞争中，最有利可图的竞争是产品差异化竞争，也就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其次的才是同
质化的产品竞争。到同质化以后，企业竞争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服务竞争等，更有甚者，会采用违背法律道德的竞争手段。但这些竞争手段的
力量很薄弱，而且很难有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要想实现产品差异化，依靠的一定是独一无二的装备及管理。

　　设备管理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据统计，凡是通过市场竞争后，能够保持两年以上，净利润超过25%的产品，其设备一定是通过自
我更新的。设备自我更新能力越高，价值创造就越大。只有拥有先进的设备管理能力，才能将设备为我所用，并获得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对于纺织业来讲，设备先进性（指的不是从外部购买的先进设备）是企业利润的来源，设备管理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
做好设备管理应该成为企业经营的重点。

　　三、如何做好设备管理

　　要想做好设备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管理者不仅需要树立先进的设备管理思想，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行能力提升。

　　1、系统思考设备管理的综合因素。

　　设备管理是一件对管理者综合能力要求极高的工作。在日本，设备管理专业的学科涵盖了生产原理学、经营工学、保全工学、环境材料
学、设备保全学、管理学、机械工学、情报工学等诸多学科知识。管理者只有系统思考设备管理的综合因素，在设计之处就能够系统地思考各项
影响设备的关键因素，才能更好地进行设备管理。

　　2、将设备管理作为企业运行的投资，而非成本。

　　设备管理环节在组织机构运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管理者不要随意消减设备运营的管理成本，要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去衡量设备管理价
值，设备方面的一切投入均要看到明显的回报。

　　3、逐步形成以设备为中心的运营机制。

　　不要把购买成熟的装备当作竞争优势，能够从外面购买而来的，绝对不会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只有那些融合了公司自主研发的、先
进技术的设备，才能真正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设备管理应该做好清晰地定位，在企业内部逐步形成以设备为核心的运营机制。市场的竞争能力源自产品领先，产品领先取
决于差异化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的技术在企业实践上最好能先通过人的操作使用，然后逐步标准化，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信息化。
持续扩大在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

　　这些做法，世界上的一些先进制造业大都如此，在纺织、钢铁等行业尤为明显。比如国内一些先进的纺织装备大多靠进口，这些进口的
先进设备是如何研发出来的呢？基本上是上面的几个步骤。而我国近些年引进了大批的先进装备，很多时候却没有实现理想的目标，主要原因就
是我们在设备管理方面的误区导致的。

　　4、从5S做起，做好点检、定修，建立TPM运营机制。

　　在设备管理的理念上，我们不妨多借鉴一下日本的先进经验。日本企业将管理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是5S管理，一个制造业，如果没
有5S管理，说明其连起码的管理概念、管理意识都没有。5S管理，是让管理者明确管理、明确通过管理来改变效率最简单的方式之一。连5S管
理都没有实施的企业，会很难与其他的企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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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层次，是设备管理。对于一个制造企业来说，只有做好5S，才能可能做好第二层——全员设备管理TPM。TPM活动通过全员参
与，并以团队工作的方式，创建并维持优良的设备管理系统，提高设备的开机率（利用率），增进安全性及高质量，从而全面提高生产系统的运
作效率。实际上，在日本制造业的设备管理概念中，是把经营的相关要素都融合到了设备管理的体系内。

　　第三层是全面质量管理。日本有世界闻名的戴明奖，是全世界最早的质量奖。质量奖项目是世界范围内引导企业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的有
效方式，最早的质量奖就是日本的戴明奖。在日本，企业要想申报戴明奖，有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荣获“设备管理大奖”，没有设备管理大奖
的企业没有资格申报戴明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究其原因，还是其认为设备管理是企业运营的基础，这个基础不牢，做好其他的工作是很
难的。

　　第四个层次是理想的目标，精益管理。能够达到精益境界的企业，可以说只能存在于理想化当中，精益管理的目标是零库存、零浪费。
这些，听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难。零浪费，不仅仅是体现在原料上、产品上，还要体现在设备上；如果产品销路不好，为了做到产品的零库
存，可以停止设备的运转，但设备的浪费就出来了。虽然是理想化，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企业可以对标参考，做不到完美，但可以持续追
求完美，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实现优异的成就。

　　四、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实现质量强国，并提出了全面实施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除了要有思想上的动力和必要的资源之外，
更需要有科学的发展理念。先进的理念一定需要有实践的载体。标准，是世界发达制造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载体。

　　《中国纺织业设备管理评价导则》通过标准化的手段，帮助企业将先进的设备管理理念运用到实践中；引导企业建立以零故障、零浪
费、增价值、降低运维成本、高可靠维修为目标的设备管理体系，使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全过程有效受控，设备状态有效受控，设备更新和改造
有效受控，运维成本有效受控；推进精益管理、消除一切消耗了资源而不创造价值的浪费，提升设备保障能力。笔者期望广大的企业能够认真学
习标准、运用标准，利用标准时时地评价企业在设备管理方面的成熟度，梳理出企业的决策者在管理理念上的偏差，改进不合理、低效率的工作
方式，真正的打造企业竞争优势，实现中国纺织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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