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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比较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国际同类企业的生产管理绩效
,

所用指标主要是劳动生

产率
、

产品质量和在制品库存水平
。

在此基础上对影响生产管理绩效的内外部因素进行 了分析讨论
,

并对如何改善生产管理绩效提出了一些建议
。

关键词 生产管理绩效 标高 精益生产

前言

在 当今的环境下
,

中国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无论对中国汽车企业还是外国汽车企业都具有强

大 的吸引力
。

在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
,

中国将要逐年降低汽车关税
,

中国汽车制造业将面

临直接的国际竞争
。

众所周知
,

对于汽车制造业来说
,

其产品竞争力 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其零部

件供应系统
。

为此
,

尽快发展 自己的零部件企业是至关重要的
。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必须在有限

的时间内
,

从管理上要效益
、

上水平
,

把竞争力提高到能与世界的对手相抗衡的水平
。

而前提条

件是知己知彼
,

既 了解竞争对手
,

也全面地认识 自己
。

本文的 目的
,

正是为企业提供这方面的帮

助
,

为企业目前的管理水平作一次诊断
,

使企业看到 自己 的优势和与发达 国家企 业之间的差距
,

明确改善和提高的方向
,

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

提高竞争力
。

所谓
“

标高
”  

  
,

是指应用一套国际通行的考核指标对同类企业的管理成效进

行比较和评价
,

以使企业了解其在国际范围内的优势和差距
。

本文拟 比较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与

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生产管理绩效
,

从而确定这些企 业的生产管理成效在 国际上 的相对水

平
,

明确改善和提高的方向
,

进一步向精益生产迈进
。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基于 年作者与英国剑桥大学共同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所进行的

一项实证研究的结果
。

在此项研究 中
,

研究小组共走访调查了 个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和 个

装配企业
。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基于其 中 个零部件企业的有效数据
。

与之进行对比的国外 同类

企业的数据
,

是基于 年英国剑桥大学对西方 个国家的 家同类型企业所作 的同类型实证

研究的结果
。

研究方法

本文的目的是 比较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国外 同类企业的生产管理绩效
,

以便找 出最好企 业

与最差企业之间的差距
,

分析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

所使用的主要指标是生产率和质量
,

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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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最主要 因素
。

而且
,

通常人们认为
,

生产率和质量之间存在某种负相关关

系
,

即要想获得高质量产品
,

就需要在加工制 造过程 中精雕细 刻
,

从而多花费 时间和人力
。

但

是
,

在 日本企业所创立的著名的精益生产方式 中
,

却使这二者达到了惊人的正相关关系
,

即同时

实现了高质量和高生产率
。

因此
,

用这两个指标可充分说明一个企业的管理绩效
。

进一步
,

还将
、

使用库存管理指标
,

这一指标除了用来表示生产管理绩效 以外
,

还可 用来说明为什么不同企业之

间会有绩效差距
。

需要指 出的是
,

生产管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绝不仅仅限于这几个指标
,

限于篇

幅
,

本文仅讨论这几个指标
。

生产管理绩效可分别用财务指标或物理指标来表示
。

由于财务指标的国际 比较易受诸如转移

价格
、

外汇汇率波动等 因素的影响
,

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两项物理指标
。

其

中劳动生产率用成 品生产量 除以劳动时间来表示
。

在对国外企业的实证研究 中
,

劳动生产率采用

成品的年生产量 除以年劳动时间来计算
。

因为 中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
,

许多企业在调研时还没

有达到一年的生产 时间
。

因此
,

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了更短的时间段
,

比如季或班次的数据
。

计算

所包括 的人员是生产工人
,

班组长
,

车 间管理人员
,

物料搬运人员和其它直接人工等
。

劳动时间

指准确的工作时间
,

即包括加班时间
,

但不包括工间休息时间
、

假期和无故缺席的时间损失
。

质

量用产 品外部缺 陷率来表 示
,

即被 汽 车装 配企 业指 出有 缺 陷的 产 品数
,

单位 为 百万分 之 一
,

即每一百万个零件中
,

装配企业指 出有缺 陷的零件数
。

所获取数据的企业主要包括三种生产 汽车座椅装配
、

排气系统制造和制动钳制造
。

选择这

三种产品的理 由首先是
,

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通常都是汽车装配企业的第一层供应商
,

对汽车本

身的竞争力有直接的影 响 其次
,

这三种产品既有劳动密集型
,

又有技术密集型
,

具有一定 的代

表性 第三
,

所选择的这三种产品与 年对西方 个国家 家零部件企业的标高研究所选择

的产品是相同的
,

以便保证可 比性
。

标高结果

图 表示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生产率指 数与 年数据的对 比
。

这些数据表 明 日本企

业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的平均产量是 中国企业的近 倍
,

有着巨大的生产率优势
。

中国企业也远远

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同行
,

美国和欧洲的生产率大约是 中国企业的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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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示不 同企业的产 品质量之间的巨大差异
。

如该图所示
,

中国与欧洲在质量上的差异 与

生产率上的差异类似
,

中国企 业的产品外部缺陷率是欧洲企业的  倍
。

但是
,

欧洲在质量方 面

的平均值 比美国和 日本还差得很远
。

这些数据表明 中国企业给其顾客的有缺陷产 品数是美国企

业的 倍
,

是 日本企业的 倍
。

日本

美国

欧洲

中国 黝簿黝撕缪簿耀潺潺纂耀蒸凝参参
汤汤闲

夕 刀 旦  以刃 夕叉 烈 夕叉〕

汽车装配企业指出有缺陷的产品数 每百万个

图 产品外部缺陷率

应当指 出的是
,

这些平均值数据看不出在 欧洲和美 国所发现的不 同企业之间生产成效 的差

异
。

一般而言
,

日本各企业在生产率和质量两方面均表现较好
,

这正是 日本企业实施精益生产所

带来的直接结果
。

而 中国各企业在这两方面都较差
。

但是
,

这些数据 当然不能说明象 中国这样一

个处于汽车制造业发展早期的国家的全部情况
。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再进行详细地分析
。

正如我们 已经知道的
,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有非常出色 的生产绩效
,

一个重要 原因是它们对其

生产过程有严格的控制
,

包括沿供应链的外部和内部部分
,

从而在工序之间和工厂之间的库存水

平很低
。

这也正是精益生产的最主要特点之一
。

相 比之下
,

中国企业的库存水平如何呢 图 表

示这样的一个对 比
,

图中显示的库存水平指零件的平均库存时 间 小时数
。

从该图可以看出
,

日本企业在它们的工序之间和供应商之间有相对很少的库存
,

这说明它们对供应链有较好的集成

式后勤管理
。

与此相 比
,

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库存水平较高
,

中国企业的库存就更高了
。

如图 所

示
,

中国企业保持 约 倍于 日本企业的外购零件库存
。

图 所示的库存周转率也说明
,

相对于主

要汽车生产地区的企业来说
,

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半成品
、

成品和原材料库存
。

日本企业的库存周

转率大约是 中国企业的 倍
,

这表明其物流的速度要快得多
,

其库存管理更有效
。

分析与讨论

本文初步尝试 了比较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国际同类企业的生产管理绩效
。

上述所显示 的结

果是十分令人深思的
,

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企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

揭示了中国这一迅速

成长的产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

但是
,

影响中国汽车制造工 业发展及其生产管理成效的 因素很

多
,

也很复杂
,

因此
,

如果宣称说象本项 目这样短的研究能提供所有答案
,

这将是傲慢 自大 的
,

也是不准确的
,

但本研究 已经触及到许多重要 问题
,

以下再对这些间题进行一些分析与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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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产率

从上述的标高结果中已经看出
,

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发达国家 的企业相 比
,

是 比较

低的
。

其原 因之一
,

是中国企业的冗员较多
。

这正是 当前大多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

但

是
,

这并不是全部原 因
。

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管理不善
。

如果说冗员 问题可较

简单地通过减员来解决
,

则管理水平的提高则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

这也正说明了

中国企业学习精益生产方式的必要性
。

但是
,

反过来
,

应该注意到
,

与西方国家相 比
,

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很低的
。

因此
,

尽管

生产率不高
,

产品的劳动成本仍然很低
,

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这给 中国企业提 出了一个课

题 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挥 自己的这种特殊优势
。

这也是我们准备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

 关于质量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 问题是与很多管理 问题相关联的
,

例如
,

生产流程控制 问题
、

人员的工

作方式问题
、

人力资源管理方针问题等
。

追跟朔源
,

很多企业产品质量 问题较多的原因在于 旧有

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残余影响
。

但是
,

在今天
,

实际上企业内部的质量改善与国家的宏观经济体制

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

重要的是企业改变经营观念
,

真正意识到质量 的重要性
,

下工夫抓质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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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管理实践中大力引入精益生产方法是改善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
。

 关于库存控制

影响企业库存水平的因素很多
,

其中包括供应商生产 和运送 的可靠性
,

市场需求 的可预见

性
,

企业生产计划的编制方法
,

企业生产系统运行的可靠性等等
。

对于 中国企业来说
,

可以说
,

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了库存水平较高
。

例如
,

很多企 业的重要零件
,

尤其是技术密集程度

较高的零件都来源于国外
,

因为国内缺乏有能力 的供应商
。

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整

个产业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
。

又如
,

在许多情况下
,

汽车装配企 业和零部件企 业的距离相 对较

远
,

这导致了进度计划 的不精确和难以预料的需求
,

而这些都使得必须保持库存
。

此外
,

许多企

业的生产尚处于开始阶段
,

正在引人新技术或新产品或二者
。

这些因素导致 了生产过程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
,

从而也导致 了较高的库存水平
。

因此
,

对中国企业来说
,

所面临的挑 战首先是加速零

部件国产化的步伐
,

这其中如何加速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是关键问题之一 其次
,

需要进一

步改善 与其上游企业 汽车装配企业 和下游企业 下一级零件供应商 之间的关系
,

建立首尾

一贯的集成供应链 再次
,

还需要下工夫改善制造信息 包括市场预测信息
、

生产进度信息
、

库

存信息
、

生产提前期信息等 的准确性
,

在这一点上
,

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已经为企业提供了强

有力的武器
。

结言

本文 比较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生产管理绩效
。

可 以说
,

文中所

显示的数据是十分令人深思的
。

作为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产业
,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距离国际先

进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

需要奋起直追
。

途径之一是学习
、

引进国外制造业企业 的先进 管理方法
。

由于中国市场 的巨大吸引力
,

许多外国公 司都在中国建立 了生产厂
,

而且大都以 与中国企业合资

的形式
。

这是 中国企业学 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的一个极好途径
。

此外
,

还需要认识到
,

在

管理实践上
,

不存在
“

最好
” ,

只存在
“

更好
” ,

必须经 常地
、

连续地 改进
,

才 能不 断提高管理

绩效
,

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

为了改进管理绩效
,

中国企业面临着许多课题 如何重新构建组织与工作流程
,

以实现精益

生产 如何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

以实现供应链上 的集成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

提高市场信息
、

计划信息
、

生产流程控制信息的精确度 如何加速技术创 新和新产品开发速度

如何利用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增强 国际竞争力
,

等等
。

这些 问题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要研究 的问

题
。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潘家招
,

刘丽文等 《现代生产管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第 期 刘丽文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生产管理绩效
“

标高
”

研究

 

 

  
,  !∀ #∃%

&∋∀#! ( #) ∗ + ∀ ,(, !  − . ,(! / . (012(  #1 ! 0 3 , !2− !. (04 − 2 (1#−  − . ,− 0 0#  0 # !,!∀ ∀ 0 5+ 0( 6 #+

#+− ∀ 0 0 / 1∀ #! (78 /  − 10 #!  ∀
9
∗ + ,!− / 1 # #∃

,

q
u a

l i t y
a n

d i
n v e n t o r

y l
e

ve l
a r e u s e

d
a s t h

e

m

e a s u r
i
n

g

e r
i t e r

i
a

.

B
a s e

d
o n t h

e s e
d

a t a
,

t h
e

i
n t e r n a

l
a n

d
e x t e r n a

l fa
e t o r s e

ffe

e t i
n

g t h
e

P
e r

fo

r

m

a n c e s a r e
d i

s c

us

s e
d

,
a n

d

s o

m

e s u
g g

e s t i
o n s a r e

g i ve

n

.

K
e

y w o r
d

s :

m

a n u
fa

e t u r
i

n
g P

e r

fo

r

m

a n e e : b
e n e

h m

a r
k i

n
g : l

e a n
P

r o
d

u e t i
o n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字研究会
、

中国科学 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定于 1999 年 H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
“

管理科学 99 学术会议
” 。

会议主题
:
发展的信息技术对管理 的挑战

征文范围
:

规划与优化 生产与经营管理

市场与投资分析 预测与决策

计算机模拟 管理信息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

项 目管理 企业管理

金融管理 行政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电子商务 农业产业经营与农业经营管理

区域规划与战略 经济数学理论与模型

征文要求
:

未在其它学术 会议
、

论文集和刊物上公开发表 的论文 ;

论文要求限制在 5000 字内
,

摘要限制 200 字内;

1999 年 7月 15 日前提交论文全文 (以邮戳为准 );

1999 年 7月 30 日前发征文录用通知
:

凡经过评审录用的论文将刊登在 《中国管理科学》 19 99 年 (增刊) 上
。

通讯地址
:

北京 87 12 信箱
“

双法
”

研究会 傅继 良

邮编 100080

电子邮件
: y

~

@ ire is
.
ac
.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