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生产作业控制 

 

考点一 生产进度控制  

1.生产进度控制概述 

（1）生产进度管理的目标-准时生产 

（2）生产进度控制的目的-保证产品能准时 

（3）生产进度控制的内容 

①投入进度控制：投入日期、数量，及对原材料、零部件投入提前期的控制 

②工序进度控制：即在生产中对每道工序上的加工进度控制 

③出产进度控制：即对成品的出产日期、出产数量的控制 

 

【例-单选题】生产进度管理的目标（  ）。 

A.提前生产 

B.准时生产 

C.在制品控制 

D.质量控制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生产进度控制的目标。生产进度管理的目标-准时生产。 

 

考点二 在制品控制  

一、在制品的概念 

是指从原材料、外购件等投入生产起到检验入库之前，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零部件和产品，通常根

据所处的不同工艺阶段，把在制品分为毛坯、半成品、入库前成品和车间在制品。 

 

二、在制品控制的工作内容 

（1）合理确定在制品管理任务和组织分工 

（2）认真确定在制品定额，加强在制品控制，做好统计与核查工作 

（3）建立、健全在制品的收、发与领用制度 

（4）合理存放和妥善保管在制品 

 

三、在制品定额： 

在制品定额：是指在一定技术组织条件下，各生产环节为了保证数量上的衔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在制品

储备量。 

* 注意：一定数量的在制品储备，是保证生产连续进行的必要条件。 

 

三、在制品定额： 

1、大量流水线生产条件下的在制品定额的制定  

◆ 流水线内部的在制品分为：工艺在制品、运输在制品、周转在制品、保险在制品。 

2、成批轮番生产条件下在制品定额的制定  

（1）车间内部在制品定额的制定。 

（2）车间之间的半成品定额的制定。 

 

考点三 库存控制  

1.库存的概念 

（1）广义的概念是指一切暂时闲置但可用于未来的资源储备，包括人、财、物、信息 

（2）狭义的概念是指用于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或满足顾客需求的物料储备 

 



2.库存控制的作用 

（1）在保证企业生产、经营需求的前提下，使库存量经常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2）掌握库存量动态，避免超储或缺货现象。 

（3）减少库存空间占用，降低库存总费用。 

（4）控制库存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 

 

3.库存的合理控制              ①造成服务水平下降，影响销售利润和企业信誉 

（1）库存问题                 ②造成生产系统原材料或其他物料供应不足，影响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 

③使订购间隔期缩短，订货次数增加，使订货成本提高 

④影响生产过程的均衡性和装配时的成套性 

 

 

 

 

 

①增加仓库面积和库存保管费用，从而提高了产品成本 

②占用大量的流动资金，造成资金呆滞，既加重了货款利息等负担，又会影响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机会收益 

③造成产成品和原材料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④造成企业资源的大量闲置，影响其合理配置和优化 

⑤掩盖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利于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例-单选题】企业库存量过大会导致（  ）。 

A.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 

B.生产系统原材料供应不足 

C.销售量下降 

D.订货次数增加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库存问题。BCD 项属于库存量过小产生的问题。 

 

（2）库存管理成本 

①仓储成本 

②订货成本 

③机会成本 

 

【例-单选题】库存物料由于变质所造成的损失属于（  ）。 

A.订货成本 

B.沉没成本 

C.仓储成本 

D.机会成本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库存管理成本。库存管理成本：仓储成本、订货成本、机会成本。 

 

（3）降低库存的措施 

措施 做法 

降低周转库存 减少库存批量 



降低在途库存 缩短生产、配送周期 

降低调节库存 尽量使生产和需求相吻合 

降低安全库存 尽量使订货时间、订货量接近需求时间和需求量。 

 

（4）库存控制的基本方法 

①定量控制法，又称订货点法，它是连续不断地监视库存余量地变化，当库存量达到某一预定数值（订货点）

时，即向供货商发出固定批量地订货请求，经过一定时间（固定提前期）后货物达到，补充库存 

②定期控制法：又称订货间隔期法，它是每隔一个固定间隔周期去订货，每次订货量不固定，订货量由当时

库存情况确定，以达到目标库存量为限度 

 

③帕累托法，又称 ABC 分类法，该方法用于库存管理，是库存物资按品种多少和资金占用额大小分为如下三

类： 

A 类物资：资金占 70%，品种累计占 5%-10% 

B 类物资：资金占 20%，品种累计占 20% 

C 类物资：资金占 10%，品种累计占 70% 

 

【例-单选题】某企业每隔一个固定地间隔周期去订货，订货量由当时库存情况确定，以达到目标库存量为限

度，该企业采用地库存控制方法是（  ）。 

A.定量控制法      

B.定期控制法 

C.订货点法         

D.ABC 分类法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库存控制的基本方法。定期控制法：又称订货间隔期法，它是每隔一个固定间隔周期去订货，

每次订货量不固定，订货量由当时库存情况确定，以达到目标库存量为限度。 

 

考点四 生产调度  

（一）生产调度的概念 

生产调度：是组织执行生产进度计划的工作，对生产计划的监督、检查和控制，发现偏差及时调整的过程。 

◆ 生产调度工作的基本原则：生产调度以生产进度的计划为依据（熟悉）。 

 

（二）生产调度工作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1、生产调度工作的主要内容 

2、生产调度工作的基本要求 

（1）生产调度工作必须以生产进度计划为依据，这是生产调度工作的基本原则。 

（2）生产调度工作必须高度集中和统一。 

（3）生产调度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4）生产调度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贯彻群众路线。 

 

（三）生产调度系统的组织  

1、大中型企业：设厂级、车间、工段三级调度。  

2、中小型企业：一般只设厂部、车间二级调度。 

 

（四）调度工作制度 

1、调度值班制度 



2、调度报告制度 

3、调度会议制度 

4、现场调度制度 

5、班前班后小组会制度 

 

【例-单选题】企业生产调度地依据是（  ）。 

A.销售计划 

B.生产进度计划 

C.产品研发计划 

D.产品产出计划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生产调度。生产调度是组织执行生产进度计划地工作，对生产计划地监督、检查和控制，发现

偏差及时调整地过程（生产调度是以生产进度计划为依据）。 

 

第五节  现代生产管理方式 

 

考点一 精益生产管理和丰田精益生产方式 

一、精益生产管理概述 

指的是一种精益处化的企业生产管理方式，衍生自丰田生产方式。 

精益生产管理的具体目标在于效率、质量、成本、交货期、安全、士气等方面。 

1、效率：提高生产率，是企业生产管理不断追求的目标 

2、质量：努力提高并稳定产品质量应该是企业生产管理持续追求的目标，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体现 

3、成本：合理控制和降低产品成本，是生产管理必须面对的现实 

 

4、交货期：不仅需要理解为给客户交付产品的时间期限，还要理解为产品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时间管理 

5、安全：人员的安全，而不是机器故障、损坏相关的设备安全 

6、士气：员工积极高涨的士气与团队和企业文化的建设，特别是精益生产管理的生产管理文化建设息息相关 

 

精益思想强调以下五项基本原则： 

1、正确定义价值 

2、识别价值 

3、流动 

4、拉动 

5、追求尽善尽美 

 

二、丰田精益生产方式 

丰田生产方式是一个包容了多种制造技术和管理技术的综合技术体系。最基本的理念是从（顾客的）需求出

发，杜绝浪费任何一点材料、人力、时间、空间、能量和运输等资源。 

★TPS 的具体思想和手段包括： 

1、准时化和自动化 

（1）丰田生产方式的两大支柱：准时化、自动化。 

（2）所谓准时化本质：是一个拉动式的生产系统。 

 

（3）准时化的基本思想：只在需要的时刻，生产需要的数量的所需产品。 

（4）准时化生产的核心：追求一种无库存的生产系统，或使库存达到最小的生产系统。 

（5）自动化是丰田准时化生产体系质量保证的重要手段。 

（6）丰田公司的“自我全数检验”，是建立于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即自动化缺陷控制的基础之上。 



 

丰田公司的自动化通过三个技术手段来实现： 

①异常情况的自动化检测。 

②异常情况下的自动化停机。 

③异常情况下的自动化报警。 

 

2、标准化作业 

（1）标准化作业是实现均衡化生产和单件生产单件传送的又一重要前提。 

（2）标准化作业：是指每一位多技能作业员所操作的多种不同机床的作业程序，是指在标准周期时间内，把

每一位多技能作业员所承担的一系列的多种作业标准化。 

（3）丰田公司的标准化作业的主要内容：标准周期时间、标准作业顺序、标准在制品存量。 

 

3、多技能作业员 

（1）多技能作业员：或称“多面手”，是指那些能够操作多种机床的生产作业工人。 

（2）单件生产单件传送方式的优点：排除了工序间不必要的制品，加快了物流速度，有利于生产单元内作业

人员之间的相互协作等。 

 

4、看板管理系统 

看板管理：是对生产过程中各工序生产活动进行控制的信息系统。 

看板的功能： 

（1）显示生产以及运送的工作指令。 

（2）防止过量生产和过量运送。 

（3）进行“目视管理”的工具。 

（4）改善的工具。 

 

5、全员参与的现场改善活动 

（1）建立动态自我完善机制 

（2）成立质量管理小组 

（3）合理化建议制度 

（4）改善，再改善 

6、全面质量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