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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缓慢增长的周期，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企业如何保持快速增长？许多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放到

管理变革上来，尤其是那些业已被证明有效的新兴管理体系。 

在这中间，“精益制造”（Lean Prodnc-tior,LP）被一再提及。 

“精益制造”概念是 20 多年前，由詹姆斯·沃麦克（James P. Womack）

等人通过总结丰田汽车与众不同的生产方式(TPS)后，提炼出来的，今年 6

月，笔者有幸与访华的沃麦克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由于

不具备一些重要的基本先决条件，“精益制造”距离大部分的中国企业，

还很遥远。 

首先，过高的人员流动，导致精益思想所依赖的培训、能力提升难以

持之以恒。 

丰田之所以能够在其企业内部建设和完善“精益制造”体系，与其全

体员工终身雇佣制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这种用工制度之下，企业将稳

定的员工队伍作为最主要的企业资源看待，全力以赴地对员工进行不断地

培训和教育，使所有员工都能认同精益的原则，并熟悉精益的方法。 

对比中国制造业企业， 由于普遍地将员工— 特别是一线生产工人视

为成本因素，绝大多数企业实施合同制和季节性临时工制度，对员工的过

度使用和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人员流动率居高不下。据人力资源公司怡

安翰威特最新发布的数据，2011 年中国员工流动率为 15.9%，位居全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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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普通生产线人员的流动率可能更高。 

在如此高的人员流动性下，很难想象如何推广和实施“精益制造”体

系。 

其次，追求结果而不重视流程，导致“精益制造”系统强调的“一致

性”根本难于保证。 

“精益制造”不仅仅是一个新型管理项目，更是一个通过消除运营体

系中所有可能造成损失的根源，从而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由于运营系统

中的损失，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波动性(variability)造成的， 这种波动性会直

接导致产品质量标准的偏离或生产力的损失；而产品质量水平的不稳定，

恰恰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长期未能根治的顽疾之一。 

此次中国之行，沃麦克参观了多家中国制造企业；所到之处，他都会

考察每家企业总装厂里所设立的返修区域。他看到，几乎所有参观的企业

都有面积可观的指定返修区域和专职返修人员，更有不少企业以此作为厂

方重视质量—决不让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的证明，这让他多少有点哭笑不

得。 

这正是沃麦克所担心的—这些企业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大都采取

的是事后补救的方法；他们很少会想到，要在寻找问题根源和强化过程质

量控制上做到极致。中国企业的这种观念，恰恰与精益的思想相违背。 

其三，专注短期效果和缺乏长期规划，导致国内企业无法真正让“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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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制造”落地中国。 

以丰田为例， 当年为了推广“精益制造”中的各种工具和方法，大野

耐一先生用了差不多整整 10 年时间，才完成了从试验到全厂实施；如果按

照“精益制造”的概念和方法在整个价值链中真正落地算，前后更是花了

数十年的时间。时至今日， 即便是丰田， 当其建立海外组织和供应链时，

仍然要制定一个长期渐进的目标， 而不会期望在新的市场环境里一蹴而就。 

虽然早在十几年前，不少中国企业便开始接触到“精益制造”的概念，

虽然也不乏对“精益制造”情有独钟的企业家，同样不乏一个时期内大力

宣传向“精益制造”转型者。但就个人接触而言，实在很难列举出几个真

正下决心去做一个长期的计划来投资精益转型，并长期坚持去实践精益制

造的企业。 

真正的“精益制造”转型，可以给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带来脱胎换骨

的变化，这点毋庸质疑。只是我们一定要提前洞察到“精益制造”所需要

的管理环境，进而在转型之前，先实现管理环境的转型；否则，不仅是项

目投资无法收回，还会浪费了许多时间和机会。 

作者孙健系科尔尼（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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