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U效率优化“三件套”，

破解产品研发“老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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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致力于从世界制造中心转为世界创新中心。过去 10 年间，

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整体创新水平已见显著提升。然而，由于 SKU（最

小存货单位）效率低，研发投入产出比不理想成为诸多企业的普遍痛点。

本文结合麦肯锡在研发条线服务全球企业的经验，为中国企业系统提升

SKU 效率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助力企业把握这一关键时间窗口，成功完成

研发转型，进入真正以创新推动的全新发展阶段。】 

过去 10 年间，中国企业总体研发投资增长近 3 倍，且预计将以 7%的

年增速持续上涨。然而，很多企业的研发投入产出比仍旧差强人意。一方

面，不少企业虽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但产品组合复杂，单个 SKU 营收效

率低；另一方面，产品模块组件多，导致供应链及生产过程复杂，产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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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其实，在这些业务痛点背后，企业往往存在以下典型的深层次问题： 

我们建议企业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以上症结：在流程机制层面搭建基

于事实基础的产品管理流程；在组织能力层面体系化地培养产品经理团队，

并设计适配的组织架构与绩效管理体系；借力数字化工具进行产品规划，

同时提升立项的决策透明度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透明度（见图 1）。 

 

麦肯锡实际服务的客户案例显示，在 1~2 年的周期内，通过系统性降

低 10%~30%的 SKU，可实现 5%~10%的 EBIT 提升，减少 10%~3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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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资金，并释放 10%~20%的研发资源。 

抓手一：搭建基于事实基础的产品管理流程 

在产品管理流程中，企业应至少在规划、立项、退市这三个关键环节

保证论证的严格及决策的审慎： 

抓手二：制定全面可操作的产品经理赋能体系 

产品经理肩负着端到端产品管理的重责，主要围绕产品线战略目标开

展工作。为赋能产品经理实现公司业务目标，企业需为其提供相关配套支

撑： 

某消费电子制造企业多年来一直为产品管理所困扰，从选择什么市场

到产品技术路线，全由少数高层凭直觉决策，新产品市场转化率不足 30%。

该企业启动产品管理转型后，在第一轮试点中实施了以下举措：1）完成中

长期产品规划，支撑 20%的营收增长目标；2）建立从洞察分析到输出产

品路线的跨职能产品规划流程；3）建立产品经理培养项目，通过课程与工

作过程中一对一指导来培养产品团队，达到能独立负责产品规划、立项、

退市等全生命周期活动的水平。伴随后续深化改革，该企业在所有产品线

均建立起标准的产品管理体系，大幅提升了产品市场命中率与研发生产力。 

抓手三：借力数字化提升产品管理透明度 

在清晰的流程机制与适配的组织能力基础上，数字化能帮助企业提升

管理效率与精细度。在数字化能力建设期内，第一阶段应进行产品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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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与规整： 

在信息准确的基础上，数字化能力建设的第二阶段应着重提升产品管

理过程的透明度，并促进产品组合的数字决策： 

在数字化的实现过程中，第一阶段底层产品信息的梳理与第二阶段产

品管理的透明度提升，既可以是自底向顶的推动，也可以是以终为始的牵

引，具体策略应结合企业自身基础与业务特点来敲定。 

某楼宇自动化设备供应商的 SKU 复杂度高，长尾产品多，且 75%的

SKU 仅贡献 2%的利润，导致运营成本高企。该企业团队采取了以下举措：

1）建立清晰的财务基准；2）明确定义每个产品细分市场的利润目标与销

售回收率；3）基于 BOM 清单建立 SKU 组件的透明度；4）开发“产品组

合数字孪生”应用（见图 2），用于分析决策需淘汰的产品及组件；5）对

低于利润预期的产品重新定价或设置可盈利产能。在这一过程中，该企业

识别出 30% 的 SKU 可在两年内进行裁剪，通过后续系列举措，成功实现

15%的利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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