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生产计划 

 

四、生产能力的核算 

2、多品种生产条件下生产能力核算 

当设备组（或工作地）生产多种产品时，由于产品品种结构的差异，不能简单地把不同品种产品的产量相加，

而必须考虑品种之间的换算。 

（1）代表产品法。这种方法以选定的代表产品来计算生产能力，然后通过换算系数计算各具体产品的生产能

力。 

步骤 1：选定代表产品。代表产品是反映企业专业方向、产量较大、占用劳动较多、产品结构和工艺上具有代

表性的产品。 

 

步骤 2：以选定的代表产品来计算生产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d为以代表产品计算的生产能力；F 为单位设备有效工作时间；S 为设备数量；td 为代表产品的时间定

额。 

 

步骤 3：计算其他产品换算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i为第 i 种产品换算系数；ti为第 i 种产品的时间定额；td 为代表产品的时间定额。 

 

步骤 4：计算其他产品的生产能力。 

1）将具体产品的计划产量换算为代表产品的产量。计算公式如下： 

  Qdi＝Ki Qi 

式中：Qdi 为第 i 种产品的计划产量换算为代表产品的产量；Ki为第 i 种产品换算系数；Qi 为第 i 种产品的计划

产量。 

 

2）计算各具体产品产量占全部产品产量比重（以代表产品为计算依据）。 

 

式中：wi 为第 i 种产品占全部产品产量比重；Qdi 为第 i 种产品的计划产量换算为代表产品的产量。 

 

3）计算各具体产品的生产能力。 

 

式中：Mi 为第 i 种产品的生产能力，wi 为第 i 种产品占全部产品产量比重；Md 为以代表产品计算的生产能力；

Ki 为第 i 种产品的换算系数。 

 

（2）假定产品法。在企业产品品种比较复杂，各种产品在结构、工艺和劳动量差别较大不易确定代表产品时，

可采用以假定产品计算生产能力的方法。假定产品通常是同系列或同类产品的一种假定综合产品。具体步骤

如下文所述。 



 

（2）假定产品法。 

步骤 1：确定假定产品的台时定额 tj。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 为第 i 种产品占产品总产量比重；ti 为第 i 种产品的台时定额（i=1，2，…，n）。 

 

步骤 2：计算设备组假定产品的生产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j 为以假定产品计算的生产能力；F 为单位设备有效工作时间；S 为设备数量；tj为假定产品的台时定

额。 

 

步骤 3：根据设备组假定产品的生产能力，计算出设备组各种具体产品的生产能力。 

 

式中：Mi 为具体产品的生产能力；Mj 为以假定产品计算的生产能力；wi为第 i 种产品占产品总产量比重。 

 

【例-单选题】某车间单一生产某产品，车间共有车床 10 台，全年制度工作日为 250 天，两班制，每班工作

7.5 小时，设备计划修理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的 10%，单件产品时间定额为 0.5 小时，那么该车间的年生产能

力是（  ）件。 

A.12000  

B.67500  

C.80000  

D.40000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生产能力核算。M＝[250×7.5×2×（1－10%）×10]/0.5＝67500（件）。 

 

【例-单选题】某机械加工企业生产甲、乙、丙、丁四种产品，各产品在钻床组的台时定额及计划产量见下表。

设备组共有钻床 16 台，每台钻床的有效工作时间为 4400 小时。假定产品的台时定额是（  ）小时。 

A.20  

B.10  

C.30  

D.40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假定产品法。式中：                   

wi 为第 i 种产品占产品总产量比重；ti 为第 i 种产品的台时定额。tj＝25%×20＋20%×25＋40%×10＋15%×

40＝20（小时）。 

 

考点二 生产计划的含义与指标  

1.生产计划的含义：3 个层次： 

层次 计划期 要点 

中长期生产计划 3 年或 5 年，或更长 - 



年度生产计划 1 年 企业年度经营计划的核心 

生产作业计划 各月、各周、每天、每班（1 年以内） 是执行性计划，年度生产计划的具体化 

 

【例-单选题】下列企业生产计划中，属于执行性计划的是（  ）。 

A.企业的 1 周生产计划 

B.企业 1 年的生产计划 

C.企业的 3 年发展计划 

D.企业的 10 年发展计划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生产计划的含义。生产作业计划是执行性计划，年度生产计划的具体化，计划期为各月、各

周、每天、每班（1 年以内）。 

 

2.生产计划指标（包括品种、质量、产量、产值） 

（1）产品品种指标：指企业在报告期内规定生产的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和种类 

（2）产品的质量指标： 

①反映产品本身内在质量额指标：如产品平均技术性能、产品质量分等 

②反映产品生产过程中工作质量的指标：如质量损失率、废品率、成品返修率等 

 

3.产品产量指标 

①盈亏平衡分析法涉及的计算公式： 

利润=销售收入-总成本=单价×产销量-（固定成本+单位产品变动成本×产销量） 

 

②盈亏平衡分析 

 
 

4.产品产值指标（用货币表示的产量指标，具体可以分为下列 3 种形式） 

①工业总产值：是指以货币表现得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数量 

②工业商品产值：是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预定发到企业外的工业产品的总价值，是企业可以获得的

货币收入 

③工业增加值：是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社会最终成果） 

 

【例-单选题】计算工业增加值的依据是（  ）。 

A.员工最终成果 

B.企业最终成果 

C.社会最终成果 

D.消费者最终成果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生产计划指标。工业增值：是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社会



最终成果）。 

 

考点三 生产计划的编制  

主要步骤大致可归纳为： 

1.调查研究 

2.统筹安排，初步提出生产计划指标 

3.综合平衡，编制计划草案 

4.生产计划大纲定稿与报批 

 

考点四 产品出产进度的安排  

（一）大量大批生产企业 

1、安排出产进度主要内容：确定计划年度各季、月的产量。    

2、安排出产进度的方法 

（1）各期产量年均分配法——也叫均匀分配法，即将全年计划产量平均分配到各季、月。 

适用：社会对该产品需要比较稳定的情况。 

（2）各期产量均匀增长分配法——将全年计划产量均匀地安排到各季、月。 

适用：社会对该产品需要不断增加的情况。 

 

（一）大量大批生产企业 

1、安排出产进度主要内容：确定计划年度各季、月的产量。    

2、安排出产进度的方法 

（3）各期产量抛物线型增长分配法——将全年计划产量按照开始增长较快，以后增长较慢的要求安排各月任

务，使产量增长的曲线呈抛物线形状。 

适用：新产品的开发，且该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 

 

类型 特点 适用 

各期产量年均分配法 将全年计划产量平均分配到各季、月 
社会对该产品需要比较稳

定 

各期产量均匀增长分配法 将全年计划产量均匀地安排到各季、月 
社会对该产品需要不断增

加 

各期产量抛物线形增长分

配法 

开始增长较快，以后增长较慢地要求安排各月

任务，使产量增长的曲线呈现抛物线形状 

新产品的开发，且对该产品

的需求不断增加 

 

（二）成批轮番生产企业 

◆ 通常的四种方法： 

1、将产量较大的产品，用“细水长流”的方式大致均匀地分配到各季、月生产。 

2、产量较少的产品，用集中生产方式参照用户要求的交货期和产品结构工艺的相似程度及设备负荷情况，安

排当月的生产。 

 

3、安排老产品，要考虑新老产品的逐渐交替。 

4、精密产品和一般产品、高档产品和低档产品也要合理搭配，以充分利用企业各种设备和生产能力，为均衡

生产创造条件。 

 

（三）单件小批生产企业 

◆ 安排进度注意的问题： 

（1）优先安排国家重点项目的订货； 



（2）优先安排延期罚款多的订单； 

（3）优先安排生产周期长、工序多的订货； 

（4）优先安排原材料价值和产值高的订货； 

（5）优先安排交货期紧的订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