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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

周武静　徐学军　叶　飞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精益生产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以华南地区１１８家制造

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参与正向影响ＴＱＭ／ＴＰＭ，但对ＪＩＴ的

实施并没 有 直 接 的 影 响，需 要 通 过 ＴＱＭ／ＴＰＭ 间 接 影 响；ＴＱＭ 正 向 影 响 ＴＰＭ 的 实 施；

ＴＱＭ、ＴＰＭ正向影响ＪＩＴ，且ＴＱＭ通过ＴＰＭ间接影响ＪＩＴ。研究结论对精益生产的相关理

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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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技术进步加快

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制造业的发

展正面临资源、环 境、人 力 资 源 等 诸 多 制 约，转

变制造业的发展模式成为当前学术界与产业界

的共同呼声。处于全球环境中的我国制造业必

需在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
有可能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生产模式。各种

先进的生产方 式，如 敏 捷 制 造、大 规 模 定 制、精

益生产 等 已 陆 续 被 中 国 企 业 引 入 并 推 广。其

中，对于精益 生 产，许 多 企 业 学 习 得 并 不 成 功，
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握其 精 髓，学 习 中“形 似”
居多，“神似”不足。由此，总结精益生产方式在

我国的运用状况，并 进 一 步 探 讨 其 组 成 要 素 之

间的内在关系十分 必 要，这 有 助 于 更 深 刻 地 理

解、认识以及推广精益生产。
精益生产是一个集成的社会技术系统，主

要目标是通过同时减少供应商客户及组织内部

的变异来减 少 浪 费［１］，来 源 于 丰 田 生 产 方 式 的

实践活动，是 对 丰 田 实 践 活 动 的 总 结。对 于 精

益生产的组成及其构成要素的组成存在不同观

点［２］：ＣＵＡ 等［３］和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等［４］识 别 出

构成精益生产的３个 部 分，命 名 为 准 时 制 生 产

（ＪＩＴ）、全 面 质 量 管 理（ＴＱＭ）、全 面 生 产 维 护

（ＴＰＭ）；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第４个要

素，即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ＨＲＭ 或 ＷＭ）［１，２］。

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Ｒ［５］ 提 出 的 世 界 级 制 造

（ＷＣＭ）的本质是精益生产，体现了ＴＰＳ“持续

改善”的思想，并认为世界级制造的实现需要依

靠ＪＩＴ、ＴＱＭ、ＴＰＭ和员工参与（ＥＩ）的实现，并
提出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员工为驱动、以数据为

基础的１６项 基 本 原 则 及 评 分 标 准。在 前 人 的

研究基 础 上，本 文 从ＥＩ、ＴＱＭ、ＴＰＭ 及ＪＩＴ４
个维度度量精益生产。

关于精益生产要素ＥＩ的研究中，ＳＡＫＡＫ
ＩＢＡＲＡ等［６］认为，ＨＲＭ实践是管理基础实践，
支持ＴＱＭ、ＪＩＴ、ＴＰＭ 等的有效实施。霍 艳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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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７］认为，精 益 生 产 是 日 本 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战胜美国并取得世界市场竞争优势地位的主要

原因与手段，而尊重 人 则 是 精 益 生 产 的 特 色 之

一，是支撑精益生产运作的基本手段，精益生产

中ＴＰＭ、ＴＱＭ、ＪＩＴ等 的 实 施 均 需 要 员 工 的 支

持与配合。蔡 建 华［８］认 为，员 工 是 精 益 生 产 实

施中最重要的一块 基 石，精 益 生 产 的 目 标 是 实

现顾客需求，企业基础工作如质量管理、库存控

制、设备保障等均需员工来执行，如果基础工作

没有做好，那 么 其 他 工 作 也 无 法 顺 利 开 展。从

文献中可知ＥＩ在精益生产推广中的重要性，但

国内研究更多是从理论上探讨ＥＩ的重要性，有

必要对理论研究进行大样本实证检验。

ＴＱＭ、ＴＰＭ与ＪＩＴ三 者 之 间 关 系 的 研 究

中，ＩＭＡＩ［９］认 为 ＴＱＭ、ＴＰＭ 二 者 之 间 相 互 影

响；ＭＣＫＯＮＥ等［１０］认 为ＴＰＭ 促 进ＴＱＭ、ＪＩＴ
的实施；ＣＵＡ等［３］则认为，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三

者之间相 互 影 响。ＴＱＭ 和 ＴＰＭ 的 实 施 是 高

度相关的［１１］，徐学军等［１２］以珠三角地区制造企

业为研究样本，验证了ＴＱＭ与ＴＰＭ之间显著

相 关；ＫＯＮＥＣＮＹ等［１３］认 为 ＴＰＭ 是 从 ＴＱＭ
演化而来的，其研究结论表明ＴＱＭ对ＴＰＭ起

着支持作 用；ＭＣＫＯＮＥ等［１４］的 研 究 也 表 明 企

业拥有 实 施 ＴＱＭ 的 基 础，更 利 于 ＴＰＭ 的 实

施；ＭＣＫＯＮＥ等［１０］在其ＴＰＭ与企业绩效的研

究中提出，ＴＰＭ通过ＴＱＭ 间接影响企业绩效

的假设，并得 到 了 数 据 的 支 持。从 以 上 文 献 可

知，目前学者对于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三者之间的

关系研究并没有达 成 一 致 的 结 论，国 内 相 关 研

究也比较匮乏［１２］，因此，有必要以中国制造企业

为样本对其进行进一步探讨。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企业为调查对象，对 精

益生产组成要素之 间 的 关 系 进 行 实 证 研 究，这

将弥补相关研究的 不 足，并 进 一 步 完 善 相 关 理

论。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１　ＥＩ与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之间的关系

ＴＱＭ是指 通 过 持 续 改 进，保 证 企 业 产 品

质量和生产流程的稳定［１２］。要求企业各个部门

同心协力，把 经 营 管 理、专 业 技 术、数 量 统 计 方

法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建立起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作业、服 务 等 全 过 程 的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提供

符合规定和用户期望的产品和服务。全员参与

的质量管理要求：积 极 发 挥 员 工 的 合 作 精 神 和

主人翁精神，调 动 员 工 的 积 极 性、群 策 群 力，共

同关注 企 业 的 发 展，保 证 企 业 产 品 的 质 量［１５］。
组织的质量管理是通过组织内各职能各层次人

员参与产品实 现及 支 持 过 程 来 实 施 的，过 程 的

有效性取决于各级人员意识、能力和主动精神，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全 员 的 主 动 参 与 更 为 重

要。质量管理 需 要 企 业 员 工 的 积 极 参 与，当 员

工对企业表现出巨大的忠诚并以自己是其中的

一份子而感到自豪 时，他 们 就 会 自 发 地 去 解 决

问题［１６］。全员参与 的 核 心 是 调 动 人 的 积 极 性，

当每个人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并能实现创新和

持续改进时，组织将会获得最大收益。

ＴＰＭ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设备效率（提高

整体效率），通过建立一个涵盖设备整个生命周

期、所有相关领 域（计 划、使 用、维 护 等）的 全 面

生产性维护系统。随着从高层管理人员到车间

工人的全员参与，通 过 激 励 管 理 或 资 源 小 组 活

动来促进设备的生产维护［１７］。随着流水线的大

量采用和工厂 自动 化 程 度 的 提 高，在 生 产 过 程

中，设备的持续稳 定 运 转 已 经 成 为 提 高 生 产 稳

定性、提高产品质量以及降低成本的重要保障，
对设备的生产维护需要全员一心的维护体系才

能很好地保证设备的稳定持续运行［１８］。员工的

特殊技能培训、多 种 技 能 培 训 有 助 于 改 善 计 划

的实施，如跨职能间整合、员工建议制度等有助

于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１３］。员工参与计划

可以激励员工的工 作 积 极 性，在 工 作 场 所 赋 予

权力，就会主动承担更多的任务［１４］。

ＪＩＴ是通 过 在 正 确 的 地 点、正 确 的 时 候 提

供正确的零件，在 生 产 活 动 中 追 求 消 除 所 有 资

源的浪费，消除任何不增加价值的东西［１９］。ＪＩＴ
中很重要的 一 点 是 拉 动 生 产［１］，直 观 地，即“后

一道工序去前一道工序取工件”，要求工人们及

时负责地生产高质量的零件以支持下一个生产

过程。如果工 人 不 能 做 到 这 点，就 要 求 他 们 停

止生产过程并给予他们帮助，因此，ＪＩＴ需要工

人积极参与生产过 程，以 及 多 技 能 员 工 及 团 队

合作精神。如设备布局、供应商及时供货等，这
些事物的推进均 离 不 开 企 业 员 工 的 参 与 支 持，

员工是企业的立足 之 本，只 有 员 工 的 潜 能 得 到

激发，ＪＩＴ才能有效地实施。

ＥＩ为 ＴＱＭ、ＴＰＭ 实 践 提 供 了 基 础 支

持［１３］。ＧＩＯＲＧＩＡ等［２０］在探讨精益生产要素之

间的关系及其 对运 营 绩 效 影 响 的 研 究 中，通 过

对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多国共２６６家样本企业

进行实证分析发现，ＨＲＭ对ＴＱＭ及ＪＩＴ均有

积极的 正 向 影 响。ＭＣＫＯＮＥ等［１４］对 ＴＰＭ 的

实证研究结 果 表 明，ＥＩ对ＴＰＭ、ＪＩＴ有 积 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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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向 影 响。ＫＯＮＥＣＮＹ 等［１３］ 在 关 于 ＴＱＭ、

ＴＰＭ与企 业 绩 效 的 关 系 研 究 中，ＴＱＭ 与 绩

效、ＴＰＭ与绩效及ＴＱＭ／ＴＰＭ 与 绩 效 的３个

结构方程模型均显示ＥＩ对ＴＱＭ、ＴＰＭ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门田安弘［２１］、大野耐一［２２］在对丰

田公司推行的丰田生 产 方 式 中 均 提 到 了ＥＩ的

积极作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ａ　ＥＩ正向影响ＴＱＭ的实施；
假设１ｂ　ＥＩ正向影响ＴＰＭ的实施；

假设１ｃ　ＥＩ正向影响ＪＩＴ的实施。

１．２　ＴＱＭ与ＴＰＭ之间的关系

ＴＱＭ目 标 是 减 少 产 品 的 变 动 和 降 低 浪

费［１１］；ＴＰＭ通过从高层领导到基层员工的参与

设备维修与保养，建 立 一 个 覆 盖 设 备 整 个 生 命

周期的设备维护系 统，从 而 最 大 限 度 地 提 高 设

备利用 率［１７］。ＴＱＭ 着 眼 于 质 量 方 面，是 一 种

以ＱＣ方 法 为 基 础 的 活 动；ＴＰＭ 为 使 生 产 顺

畅，质量不受加工影 响，强 调 以５Ｓ为 基 础 的 自

主维护，以 确 保 生 产 计 划 顺 利 完 成。ＴＱＭ 是

一套系统取向的管 理 方 法，通 过 全 员 直 至 整 个

供应链参与质量管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构建一个完善的质量管理团队；ＴＰＭ的推广也

需要员工的积极参 与，二 者 都 是 通 过 小 组 的 活

动方式，以团 队 的 力 量，共 同 改 善 工 作 现 场，达

到减少浪费 的 目 的；企 业 在 良 好 实 施ＴＱＭ 的

基础上，可以有效地进行ＴＰＭ的推广。

ＣＵＡ 等［２］、ＦＬＹＮＮ 等［１１］ 的 研 究 表 明

ＴＱＭ和ＴＰＭ 二 者 的 实 施 是 高 度 相 关 的。高

福成［２３］提 到，国 内 外 实 施 ＴＱＭ 及 ＴＰＭ 的 企

业比比皆是，其中实施ＴＱＭ后再实施ＴＰＭ的

企业很多，但实施ＴＰＭ后再实施ＴＱＭ的却较

少。ＫＯＮＥＣＮＹ等［１３］认 为，ＴＰＭ 的 出 现 是 从

ＴＱＭ基础上 演 化 而 来 的，ＴＱＭ 对ＴＰＭ 起 着

支持作用，国 内 企 业 学 习 和 引 入 ＴＱＭ 相 对 比

ＴＰＭ早，企业 通 过 ＴＱＭ 的 实 施，对 员 工 进 行

培训构建 完 善 的 实 施 团 队，以 利 于 企 业 ＴＰＭ
的引入及实施。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　ＴＱＭ正向影响ＴＰＭ的实施。

１．３　ＴＱＭ、ＴＰＭ与ＪＩＴ之间的关系

ＪＩＴ重点是减少浪费，创造一种低库存、生

产过程紧密联系的生产环境［２４］。丰田生产方式

的基本思想即通过 减 少 不 必 要 的 浪 费，提 高 生

产效率、降低成本［２２］。ＪＩＴ生产方式中，对产品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 要 求 非 常 严 格，质 量 缺 陷 不

仅产生浪费，而且还 会 因 质 量 问 题 而 导 致 整 个

生产线的停运［１９］。

ＪＩＴ的主 要 目 的 是 降 低 浪 费，如 降 低 企 业

的缓冲库存，通 过 库 存 的 降 低 进 而 暴 露 企 业 管

理等 方 面 的 问 题，促 进 质 量 绩 效 等 的 提 高；而

ＴＱＭ 要 求 企 业 具 备 一 个 相 对 稳 定 的 生 产 工

艺，反 过 来，减 少 了 对 缓 冲 安 全 库 存 的 需 要，

ＴＱＭ中的可 制 造 性 设 计、小 批 量 生 产 等 可 加

快企业库存的周转［２５］。ＪＩＴ拉动生产的最初推

动者是客户，了解供应链下游客户的需求，可以

保证产品生产线的 流 畅 生 产，减 少 生 产 线 杂 乱

现象（如不定时的插单等）。ＴＱＭ 通过产品质

量的提高、客户导向的生产，保证生产的稳定有

序进 行，进 而 支 持ＪＩＴ的 有 效 开 展。ＦＬＹＮＮ
等［２］指出，ＴＱＭ实践通过减少过程变异和减少

重 复 工 作 时 间 来 促 进ＪＩＴ 实 施 效 果 的 提 升。

ＡＺＡＲＡＮＧＡ等［２５］以墨西哥１２２家大型制造企

业为 研 究 样 本，发 现 ＴＱＭ 实 践 正 向 影 响ＪＩＴ
生产实践。

ＪＩＴ要求在必要的时间生产必要数量的必

要产品，为了保 证 为 后 道 工 序 及 时 地 提 供 必 要

数量的产品，必 须 保 证 本 道 工 序 作 业 的 顺 利 进

行，即保 证 设 备 的 正 常 运 转 以 及 即 停 即 用 性；

ＴＰＭ的实施可以集合生技、制造、维护 等 各 个

部门的力量，设计不产生故障的设备，制定防范

设备故障的措施，在 生 产 线 上 及 时 处 理 各 种 设

备问题，从而 为ＪＩＴ提 供 保 障［１８］。设 备 技 术 的

改进和员工技能的 提 高，可 以 提 升 企 业 的 技 术

基础，设备的维护与保养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
但同时需要高技术 人 才 的 加 入，只 有 在 技 术 和

人力二者兼备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实现设备的

持续稳定工作；同 样，员 工 技 能 的 提 升，会 促 进

员工解决现场问题 的 能 力，缩 短 设 备 故 障 的 修

复 时 间，并 提 高 设 备 的 可 动 率。ＭＣＫＯＮＥ
等［１０］的研究 表 明，企 业 ＴＰＭ 的 实 施 支 持 并 促

进了ＪＩＴ的有 序 运 行。张 致 诚［２６］的 研 究 表 明，
如果没有 完 善 且 维 护 良 好 的 设 备，ＪＩＴ很 难 达

到缩 短 准 备 时 间 的 目 标，即ＪＩＴ 需 要 ＴＱＭ、

ＴＰＭ二者的支持。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图１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图

假设３ａ　ＴＱＭ正向影响ＪＩＴ的实施；
假设３ｂ　ＴＰＭ正向影响ＪＩＴ的实施。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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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样本为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通 过

电子邮件、信件、现场填写等方式共发问卷５００
份，回收有 效 问 卷１１８份，问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２３．６％，问卷填 写 人 员 大 部 分 是 生 产 管 理 人 员

及公司总经理等管 理 人 员，能 够 较 为 客 观 地 反

馈企业的 现 状。表１、表２为 调 查 样 本 的 基 本

信息，从表中可知，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表１　样本的基本信息

分类　　　　　 企业数 比例／％
广州市 ２１ １７．８０
东莞市 ４６ ３８．９８样本企业

地区分布
佛山市 ３７ ３１．３５
江门市 ５ ４．２４
中山市 ５ ４．２４

其他 ４ ３．３９
≤１００ １２ １０．１７

１０１～５００ ５６ ４７．４６
公司规模／人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２３ １９．４９

１００１～５０００ ２０ １６．９５
＞５０００ ７ ５．９３

国有 ２ １．７０
集体 ２ １．７０

所有制形式 私营／民营 ６５ ５５．０８
外商独资 ３８ ３２．２０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 １１ ９．３２

２．２　样本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通过以下方式来确保样本的信度和

效度：①由于所使用 的 问 卷 项 目 全 部 来 自 已 有

文献，其中的量表已 被 广 泛 使 用 并 被 证 明 有 可

靠的信度和效度。②在设计精益生产组成要素

的问卷时，尽可 能 参 考 早 先 学 者 提 出 的 量 表 及

其修订版本。③在 最 终 确 认 问 卷 之 前，咨 询 了

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企业界人士进行问卷调查，
评估了问卷设计及用词的恰当性，因此，问卷具

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表２　企业所属行业分布

行业 数目 比例／％ 行业 数目 比例／％
食品 ５ ４．２４ 制衣 １１ ９．３２

木料与家具 ５ ４．２４ 造纸、印刷品、纸制品 ４ ３．３９
玩具 ４ ３．３９ 橡胶、塑料 ５ ４．２４

建筑材料 ２ １．７０ 化学、石油、化工 ３ ２．５４
家电行业 ２６ ２２．０３ 家居清洁用品、化妆品 ４ ３．３９
机械制造 １０ ８．４８ 汽车及其配件 ４ ３．３９

金属制品、陶瓷 １２ １０．１７ 机电设备 １０ ８．４７
电子、软件 ７ ５．９３ 精密仪器 ６ ５．０８

２．３　变量的定义与衡量

本文将ＪＩＴ定 义 为 持 续 改 善、彻 底 消 除 浪

费，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的一种生产方式；
将ＴＱＭ定义 为 通 过 持 续 改 进，为 企 业 提 供 稳

定的产品 质 量 和 生 产 流 程；将 ＴＰＭ 定 义 为 提

高设备生命 周 期 内 有 效 设 备 效 能；将ＥＩ定 义

为组织中员工对于与个人工作、任务、组织等相

关事物自愿涉入及 投 入 的 程 度，也 即 员 工 对 自

身工作参与的热情和积极程度。量表的计分方

式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７点尺度，具体题项见表３。由

表３可知，本文 所 设 计 的 量 表 信 度 与 效 度 检 验

相对较好。

表３　量表设计及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题　　项 相关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因素分析
解释量／％

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ＪＩＴ［１，３，２４］

拉动系统
客户出货需求拉动

物料需求拉动 ０．６１８ ６２

设备布局
生产准备工作转化

组建单元式生产
设备选择

０．８３６ ４５

供应商及时供货
根据通知交货到工厂

准时交货 ０．４４５ ６４

χ２／ｄｆ＝１．２５９，ＧＦＩ＝０．９６７，
ＣＦＩ＝０．９９１，ＴＬＩ＝０．９９１，

ＲＭＲ＝０．０４５，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７，
ＩＦＩ＝０．９９１，ＰＮＦＩ＝０．５０３

ＴＱＭ［１，３，１０］

供应商关系管理
减少同类零件供应商数量

大部分供应商在贵公司周围 ０．３９２ ４０

质量改善
使用防差错设计

监控设备和流程变异
图表判断生产制程状况

０．８２７ ６２

χ２／ｄｆ＝１．３５６，ＧＦＩ＝０．９８２，
ＣＦＩ＝０．９９２，ＴＬＩ＝０．９８０，

ＲＭＲ＝０．０４６，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５，
ＩＦＩ＝０．９９２，ＰＮＦＩ＝０．３８９

ＴＰＭ［１，２７］

自主计划与维护
严格按计划保养设备

保留设备维修保养记录
设备维护人员培训

０．８４７ ６８

Ｓ现场管理
工具治具摆放

工作现场清洁整齐

５Ｓ是工作一部分
０．８６８ ６９

目视化管理
张贴机器故障频率图

张贴维修保养记录 ０．６６１ ６２

χ２／ｄｆ＝２．６４５，ＧＦＩ＝０．９２８，
ＣＦＩ＝０．９４８，ＴＬＩ＝０．９１４，

ＲＭＲ＝０．０４５，ＲＭＳＥＡ＝０．１１９，
ＩＦＩ＝０．９４９，ＰＮＦＩ＝０．５５９

ＥＩ［１，２７］

一线员工主导对产品和流程改善
对一线人员进行轮岗

对一线人员进行交叉岗位培训
对一线员工的建议予以奖励

０．８５７

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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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

首先评价样本变量的相关性矩阵，确保 数

据满足基本的统计假设。表４显示了对各个变

量基本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所有使用到的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可知，并不存在过大的相

关系数。表５为精益生产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

效度分析，各潜变量 之 间 的 区 别 效 度 的 卡 方 值

差异显著性检 验 的 概 率 值ｐ＜０．０５，说 明 潜 变

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４　描述性统计与简单相关分析

均值 标准差 ＥＩ ＴＱＭ ＴＰＭ ＪＩＴ

ＥＩ ５．１７８ １．００５ —

ＴＱＭ ４．８５８ ０．９３７ ０．５３０ —

ＴＰＭ ５．６２２ ０．８０７ ０．６２８ ０．５１１ —

ＪＩＴ ５．３４０ ０．７４９ ０．５３１ ０．５１５ ０．５８６ —

表５　精益生产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效度分析

模型 χ２ ｄｆ Δχ２ ｐ值

未限制模式 ９８．８５８ ４８ — —

ＥＩ与ＴＱＭ的相关系数限定为１ １１１．１６９ ４９ １２．３１１ ０．０００

ＥＩ与ＴＰＭ的相关系数限定为１ １０３．８２７ ４９ ４．９６９ ０．０２６

ＥＩ与ＪＩＴ的相关系数限定为１ １１５．７２６ ４９ １６．８６７ ０．０００

ＴＱＭ与ＴＰＭ的相关系数限定为１ １１５．２８３ ４９ １６．４２５ ０．０００

ＴＱＭ与ＪＩＴ的相关系数限定为１ １２６．５８９ ４９ ２７．７３１ ０．０００

ＴＰＭ与ＪＩＴ的相关系数限定为１ １１８．８５２ ４９ １９．９９４ ０．０００

　　样本中 各 变 量 的 信 度、收 敛 效 度 及 区 别 效

度均达到可接受的 水 平，所 以 采 用 单 一 衡 量 指

标取代多重 衡 量 指 标 是 可 行 的。由 此，本 研 究

在ＪＩＴ、ＴＱＭ、ＴＰＭ的衡量模式上，以第１级各

因素的衡量题项得 分 的 均 值 作 为 该 因 素 的 值，
再由第１级因素作为第２级变量的多重衡量指

标。接下来，运 用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分 析 这 些 变 量

间整体的相互影响关系，统计软件使用 ＡＭＯＳ
７．０。

３．１　理论模型的检验

理论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６。各潜在因素

衡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均位于０．５～０．９５之间

的标准状态，而且均达显著水平。由此，理论模

型符合基本拟合标准。ＥＩ、ＴＱＭ、ＴＰＭ 和ＪＩＴ
的组合信度 都 大 于 或 接 近０．７；因 素 分 析 的 累

计解释量都 大 于 或 接 近０．５，这 表 示 本 文 所 提

出的整体理论模型也有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

性。
整体模型拟合度指标是用来检验整体模型

与观察数据的拟合 程 度，这 方 面 适 合 度 的 衡 量

指标有多种，一般可将其分为３类：绝对拟合指

数、相对拟合指数以及简 要 拟 合 指 数［２８］。①绝

对拟合指数衡量：χ
２／ｄｆ为２．０６０，介于１～３之

间；ＲＭＳＥＡ＝０．０９５，小 于０．１；ＲＭＲ＝０．０６３，

小于０．１；ＧＦＩ＝０．８７９，接近０．９。②相对适配

度 指 标：ＩＦＩ＝０．９２２；ＴＬＩ＝０．８８９，ＣＦＩ＝

０．９１９，大于或接近０．９的标准。③简约适配度

指标：ＰＮＦＩ＝０．６２４，大 于０．５的 标 准。综 合

各项指标的判断，本 研 究 理 论 模 型 的 整 体 拟 合

度较好，可以用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表６　理论模型衡量

变量
因子

载荷

累计

解释量

组合

信度

ＥＩ

一线员工主导对产品和流程的改善

对一线员工进行轮岗

对一线员工进行交叉岗位培训

对一线员工的建议予以奖励

０．８６０
０．８３５
０．６９３
０．７３９

０．６１６ ０．８６４

ＴＱＭ
供应商关系管理

质量改善
０．５９１
０．８００

０．４９５ ０．６５７

ＴＰＭ
目视化管理

５Ｓ现场管理

自主计划与维护

０．７４６
０．６２１
０．８６５

０．５６４ ０．７９２

ＪＩＴ
供应商及时供货

设备布局

拉动系统

０．６５７
０．６９７
０．５４３

０．４０４ ０．６６８

３．２　假设的验证

本研究的假设验证结果见表７。可知假设

１ａ、假设１ｂ、假设２、假设３ａ、假设３ｂ得到了数

据的支持，对应的路径系数达到０．０５的显著水

平。假设１ｃ没有获得支持，对应的路径系数尚

未达到０．０５的显著水平。
表７　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验证

变量间关系
标准化

估计值 ｐ值 对应假设
检验

结果

间接路

径系数

ＥＩ→ＴＱＭ ０．６５８ ０．０００ 假设１ａ 支持 —

ＥＩ→ＴＰＭ ０．５２３ ０．０００ 假设１ｂ 支持 ０．３４４

ＥＩ→ＪＩＴ ０．１４３ ０．４１４ 假设１ｃ 不支持 ０．５２９

ＴＱＭ→ＴＰＭ ０．３７０ ０．０１８ 假设２ 支持 —

ＴＱＭ→ＪＩＴ ０．３７３ ０．０５０ 假设３ａ 支持 ０．１６６

ＴＰＭ→ＪＩＴ ０．４４８ ０．０４１ 假设３ｂ 支持 —

图２　修正后的模型及其参数结构
　

　　在 理 论 模 型 上 删 除 不 显 著 的 关 系（ＥＩ到

ＪＩＴ的路径），得到修正模型及其参数结构见图

２。修 正 后 的 主 要 拟 合 指 标 如 下：χ
２／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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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９４，ＲＭＲ＝０．０６３，ＧＦＩ＝
０．８７８，ＩＦＩ＝０．９２２，ＴＬＩ＝０．８９２，ＣＦＩ＝
０．９２０，ＰＮＦＩ＝０．６３７。综 合 各 项 指 标 的 判 断，
相对于理论模型，可 获 得 验 证 的 假 设 在 修 正 后

模型中的路径系数 均 较 为 理 想 并 且 都 显 著，表

明修正后的模型相 对 较 好 地 拟 合 了 数 据，更 真

实地反映了调查数据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４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探讨 精

益生产组成要素ＥＩ、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之间的相

互 影 响 关 系，实 证 研 究 发 现：ＥＩ正 向 影 响

ＴＱＭ、ＴＰＭ，但对ＪＩＴ的 实 施 并 没 有 直 接 的 影

响，需 要 通 过ＴＱＭ／ＴＰＭ 间 接 影 响；ＴＱＭ 正

向影 响 ＴＰＭ 的 实 施；ＴＱＭ、ＴＰＭ 正 向 影 响

ＪＩＴ，且ＴＱＭ通过ＴＰＭ间接影响ＪＩＴ。
（１）ＥＩ需要通过ＴＱＭ／ＴＰＭ间接影响ＪＩＴ

的实施　其实际路径包括：①ＥＩ→ＴＱＭ→ＪＩＴ；

②ＥＩ→ＴＰＭ→ＪＩＴ；③ＥＩ→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

ＥＩ并 不 直 接 影 响ＪＩＴ 这 一 结 论 与 ＧＩＯＲＧＩＡ
等［２０］的研究结论不同，但两者并不冲突，而是对

其研究的进 一 步 拓 展。其 中，不 一 致 的 可 能 原

因有：首 先，ＧＩＯＲＧＩＡ 等 的 研 究 中 并 没 有 将

ＴＰＭ、ＴＱＭ作为 中 介 变 量 来 考 察；其 次，中 外

管理情境因素的不 同，中 国 企 业 生 产 力 水 平 相

对发达国 家 而 言 较 低，ＪＩＴ的 有 效 推 广 需 要 一

定的先进生产技术为先导作用［１２］，简单 地 依 靠

员工的积极参与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一

结论与我国企业的 实 践 经 验 也 是 一 致 的，我 国

许多企业在引进和 推 行 精 益 生 产 时，要 么 过 分

地强调精益工具发 挥 的 作 用、要 么 大 谈 特 谈 精

益思想，并没有很好 地 将 精 益 思 想 与 精 益 工 具

二者有效结合，这也 可 能 是 我 国 企 业 成 功 案 例

较少的原因所在。
同时，ＥＩ是企业实施ＴＱＭ／ＴＰＭ 的基础，

ＥＩ正 向 影 响 ＴＱＭ／ＴＰＭ 的 实 施，这 一 研 究 结

论 与 ＧＩＯＲＧＩＡ 等［２０］、ＭＣＫＯＮＥ［１４］、ＫＯＮＥＣ
ＮＹ等［１３］的研究相一致，这表明，在中国文化背

景下，企业对ＥＩ的 重 视 有 利 于ＴＱＭ／ＴＰＭ 的

实施。这也进 一 步 表 明，企 业 在 精 益 生 产 的 推

广中必须重视员工的作用，员工是企业的根本，

只有员工对企业活 动 积 极 主 动 参 与 程 度 高，企

业的各项工作才能更有效地推进。

（２）ＴＱＭ、ＴＰＭ对ＪＩＴ实施有正向影响　
ＴＱＭ可直接 或 通 过 ＴＰＭ 间 接 影 响ＪＩＴ的 实

施。企业在致力于强化经营管理能力以增强竞

争优势的过程中，如何发挥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等

先进生产技术的积 极 作 用，是 企 业 界 和 学 术 界

均面临的重要课题。研究表明，ＴＰＭ、ＴＱＭ 的

实施 正 向 影 响ＪＩＴ 的 实 施，这 与 ＭＣＫＯＮＥ
等［１０］、徐学军 等［１２］的 研 究 结 论 相 一 致，但 本 研

究进一步探讨了ＴＱＭ与ＴＰＭ之间的关系，发

现ＴＱＭ显著地正向影响ＴＰＭ的实施，同时本

研究也是 对 徐 学 军 等 的 研 究 模 型 的 进 一 步 深

化。在中国情境下，在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三者在

实施过程中考虑其 内 在 关 系，先 后 依 次 推 进 实

施，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３）细化了精益生产组成要素关系，有助于

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精益生产　基于资源基础

理论，员工乃企业的人力资本，只有有效发挥员

工在企业中的重要 性，才 能 更 好 地 提 升 企 业 竞

争力。本研究发现了ＥＩ的基础和先导作用，从

实证角度验证了精益生产实施中ＥＩ的重要性；

在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方面，

发现有效实施ＴＱＭ有利于企业ＴＰＭ的实施，

同时ＴＱＭ、ＴＰＭ 二 者 的 有 效 实 施 会 促 进ＪＩＴ
的实施。对企 业 管 理 实 践 而 言，在 推 行 精 益 生

产方式过程中，若 企 业 资 金、技 术、人 力 资 源 等

多方面的限制与约束，不能全面推行精益生产，

可以逐步推进，从员工思想动员开始，相继推行

ＴＱＭ／ＴＰＭ／ＪＩＴ等先进技术，为全面推行精益

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４．２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丰富了精益生产组成要素之间关系

的理论研究，对 相 关 理 论 和 实 践 均 有 重 要 的 价

值和意义，但本研究并有考虑外部因素（如企业

组织结构、外部环境因素等）对精益生产组成要

素的影响，这 些 问 题 都 有 待 更 深 入 地 研 究。本

研究的样本来 自珠 三 角 地 区 城 市、样 本 量 也 偏

小，后续研究增大调查样本的地区及数量，采用

区域样本比较的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验

证。本研究是基于横截面数据，属于横向研究，

未来研究中可 采取 纵 向 研 究 的 方 式，建 立 长 期

数据库，定期收集相关数据，观测实施精益生产

的不同阶段各个构成要素在企业系统中发挥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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