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工厂之数字化精
益



背景

n VUCA（即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成为全球宏观经济的总基调，加剧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

n 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加速了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

n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深化，科技创

新成为关键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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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复苏乏力

2020年一季度
GDP增速 2020全年GDP预测

美国 -4.80% -6.10%

德国 -2.20% -7.00%

英国 -2% -6.50%

法国 -1.60% -7.20%

中国 -6.80% 不设定目标

数字经济占
比

逐年增加
全球数字化服务和产品带来
的GDP总值（单位：万亿美
元）

数字化转型支
出高速增长

全球技术投资：数字化转型技术
相关投资和其它（单位：十亿美

元）

数字经济将占据、转型支出高速增长 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p 短期影响
Ø 生 产 停 摆

Ø 消 费 疲 软

Ø 企业经营陷入危机

p 长期影响
Ø 持 续 发 酵 扩 大 ， 将 加 速 改 变 世

界 格 局 ， 各 国 对 产 业 链 、 供 应

链 、 价 值 链 的 安 全 重 视 程 度 大

幅 提 升 ， 产 业 链 多 点 布 局 成 为

趋 势

Ø 加 速 新 技 术 、 新 模 式 对 现 有 工

作 方 式 、 生 活 方 式 的 冲 击 与 革

新 ， 加 速 全 球 经 济 向 数 字 化 、

智 能 化 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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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业务模式变革为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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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企业横跨端到端价值链广泛部署了数字化用例

数字化研发 数字化采购 数字化生产 数字化物流 数字化供应链 数字化客户服务

 用于产品设计和
测试的3D仿真/
数字孪生

 利用高阶分析对
从创意到上市全
过程的绩效管理

 …

 智能和自动支出
的高阶分析型降
本潜力分析

 供应商材料质量
追溯

 …

 数字精益工具

 设备预见性维护

 在线机器视觉

 数字孪生优化

 智能化能耗管理

 …

 交付全流程数字
跟踪和追溯

 基于动态约束条
件的先进运输
计划

 … 

 端到端实时供应
链可视平台 

 利用高级分析优
化生产和物流
计划

 …

 物联网设备跟踪
衡量消费者行为

 基于大数据的智
能维保与售后增
值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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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的四类技术

资料来源：麦肯锡分析

自动化

§ 机器人
§ 自动导向车
§ 流程自动化
§ …

§ 人机界面
§ 增强现实
§ 虚拟现实
§ …

透明化

智能化
§ 机器学习
§ 深度学习
§ 先进分析
§ …

§ 价值流分析
§ 线平衡
§ 业绩对话
§ …

精益化



数字化制
造工厂

数字化

工业化

精益化

客户价值为中心；
人机料法环；
齐套与协同；
标准化与规范化作业；
少量库存储备；
事前质量预案；
……

精益基本功
根植精益管理体系；
提供资源配置及优化分析数据支持；
透明化制造过程数据；
实时管理；
流程断点在线响应；
精准配送；
成本可视；
……

系统助力管理升级

预防性设备维修；
产能负荷提升；
人员与设备能力精准匹配；
设计与工艺闭环；
……

硬件能力深挖

让信息系统的“实时数据”

发挥助力精益管理价值……

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方向



精益推行的业务痛点：

表单多、信息繁杂

职能部门之间数据割裂、存在孤岛

缺乏的实时数据支撑高效决策

流程响应滞后

业务调整频繁

人工整理过程数据

模块之间需要融会贯通

需要统一平台协同管控

可控性、稳定性差

生产过程不透明

设备故障率高

成本压力大

质量风险高

缺乏精细的资源配置计划（物料、人力、

设备等）

少了一把即时、客观、透明
                            反映企业各个环节运行过程和结果的“数字化”尺子

数据割裂

缺乏端到端

实时绩效监管

管理资源
  投入多

一线需求
   高效、快

速



财

人料

机

降本增效

法

环

测



管理提升：通过效率提升

使得岗位合并和调整成为

可能，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通过实时性和准确性的提

高，降低数据纠错成本

管理变革：将原有采购入

库、质量检验、生产投料、

成品入库、销售出库等环

节的人工PC操作改为现

场移动端触发式操作，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错

误

SD
“一机在手”模式，移动APP日均单据量1142笔

全覆盖的移动端应用

平台化的工作流 & 移动端全面覆盖现场操作业
务



管理乏力
p 看不见：技能、工时、利用率…
p 看不清：数据烟囱、信息不全，

无分析手段
p 管不好：缺乏决策支持手段

效能分析

人岗匹配

招聘困难p 不顺手：关键技术作业人员难提
供

p 不对口：缺乏精细化的招聘指引

p 基数大：作业人员利用缺
乏统筹手段

p 风险高：关键岗位后备人
员培养缺乏实时预警……

p 传承差：育人经验有待沉淀，用工缺乏柔性
p 指导粗：缺乏面向未来精确指导手段

用工面临的普遍问题



组织能力建设需要

人效的精细化管理：
1、人均效率指标牵引

2、衡量企业管理能力

3、减员增效的趋势

4、支撑战略目标实现

5、保障有质量增长

组织能力

在数对人头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资源池，
实现管理透明化，提升效能，最终实现科
学高效的优化用工，降低成本的目的。

需求管理

借助系统工时切片深入的分析劳动力效能，
构建依据工时合理用工的机制；实现科学、
合理的规划标准作业工时设计，结合精益
推行的多年经验以及集装箱制造的行业特
色，输出用人最优解。

劳动力生命周期管理

1、提高用人的计划性，根据产能和长周
期生产计划合理定岗定编；
2、体现能者多劳，按照实际贡献价值获
取合理报酬。给用工难、用工荒、劳动力
成本居高不下等痛点提供助力。

人员的产能匹配与快速反应：

1、产销协同的能力搭建

2、精准的人员数据

3、清晰的岗位图谱

4、合理的用工需求

5、优化用工成本

6、构建劳动力资源池



考勤

组织管理 人事管理

异常调
配

技能、培训

上岗、排班

效能分析

用工分析、
优化

劳动力资源
池

用工需求
招聘

劳动力生命周期管理

用工成本

劳动力管理

工作流平
台
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
（HRMS）
一卡通系统

人



人员管理 考勤管理
人员效能管

理
统计分析技能管理 排班管理基础数据

工时实时统计
产线人均工时

人员作业绩效统计
调岗数据收集和分析
培训工时

人员对比
产能对比
技能对比

用工成本分析

人力配置分析

工时利用率



人力资源业务管理效率提升

系统实施前 系统实施后

员工信息非合同工信息线下管理、档案残
缺

全员信息数字化管理，档案完整

数对人头数据不及时、不准确 到岗签到实时化

入职周期手工录入，信息传递2天、易错漏 快速入职，0.5天信息实时传递

请假加班手工管理，无从核对 线上管理，有据可查，自动核算

离职办理3天 实时

招聘预测无依据，疲于应对 预离职人数、工种随时把握

每日出勤每天10点后，手工汇总 每天8点之前，自动汇总考勤信息

考勤月报7-10天，与班长多方核对 系统自动生成，快捷准确

5   效果量化



业务第一，
三要素结合

数据第一

复合型人才团
队建设

高度重视变革
管理

挖掘数据价值，
精益改善 数据的标准化

数据的可获得 数据的准确性

熟业务

会技术 懂管理

组织模式
变革

管理模式
变革

数字化精益企业建设保障



数字化转型的演进

智能制造

互联网+
制造

工业互联
网

工业大数
据

数字化转
型

先进制造
业

制造业
现代化

转型升级，
提高核心
竞争力

劳动生
产率

市场占
有率

人均利
润率

创新能
力

质量

品牌

统
一
到



数字化人才将在未来5-10年出现最大的人才缺口，头部
企业通过对人才的垄断实现能力垄断



感谢您的聆听
 Add up everything what you like and everything what you want 

        梦想，要比昨天走的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