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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在新发展阶段下，强调了精益管理在全局工作中的关键作用。文章梳理了企业推

行精益管理的脉络和变化，提出了精益管理应围绕企业发展大局、紧贴业务实际需求、坚持典型引路

作用的原则。文章指出，应遵循问题导向、系统推进、管业融合、全员参与的原则，以有效推行精益

管理,健全精益管理机制。同时，结合实际工作，文章分析了精益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从精

益目标管控体系、精益课题管理机制、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的建议，以推动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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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role of lean management in the overall work under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text and chang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n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 that lean manage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lose to the actual needs of business, and adhere to the role of typical guidanc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rinciples of problem orientation, systematic promotion, management integration and full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followed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lean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lean management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weak links of lean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lean target control system, lean subj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nnovativ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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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如何在全局工作中精准发力、创造价值，其中精益管理

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从企业推行精益管理开始，梳理了推进过

程中的脉络和变化，强调了精益管理需要围绕企业发展大局、

紧贴业务实际需求、坚持典型引路作用的原则。我们应当遵循

问题导向、系统推进、管业融合、全员参与的原则，以确保精

益管理在企业中得以有效推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工作，我

们也需要注意当前精益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从精益目标

管控体系、精益课题管理机制、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三个方面入

手进行完善，以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企业精益管理推进过程 

根据对精益管理推进历程的回顾，要有效推动精益管理，

应遵循以下三点： 

首先，应始终围绕企业发展大局。企业发展的主题应是提

升核心竞争力，应对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精益管理的

主题应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确保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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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始终紧贴业务实际需求。精益管理的各项措施应

与具体业务工作紧密结合，通过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成本费用、

提升管理效率、减少风险漏洞等方式，将精益管理的成效体现

在业务工作的优化和提升上。 

最后，应始终坚持典型引路作用。通过开展对标、召开现

场会、评选优秀案例等方式，提供管理提升养分，激励后进变

先进，整体提升企业的精益管理水平。 

同时，要不断完善精益目标管控体系、精益课题管理机制、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确保精益管理聚焦主业、扎

实深化，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围绕战略聚焦主业推进精益 

在企业推进精益管理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主要目

标在于巩固基础、推动转型，通过管理提升来实现效益、质量

和增长的多元化目标，进而走上以创新驱动和价值创造为核心

的发展道路。对于企业管理部门来说，关键在于如何精准有效

地发挥作用，其核心定位在于“推动”“服务”。本文旨在梳

理近年来精益管理的推进经验，借鉴先进经验，同时探讨如何

改进精益管理，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应坚持问题导向。企业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管理的

需求和改善的契机，管理部门应在此背景下发挥其作用和价

值。例如，某企业以解决零售客户的痛点作为精益管理的切入

点，将服务终端客户和解决终端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此推动全面管理升级。因此，零售终端的品质提升可能

成为的一个发力点，统筹提升各项管理水平的协同作用，聚焦

关键议题，促使各方共同攻克课题、共同提升管理水平。 

其次，应坚持系统推进。精益管理并非仅限于个别人的工

作、使用少数工具或完成几个课题。在新发展阶段，应采用系

统化思维和供应链思维，从企业全要素和管理全过程的角度，

运用精益思想对内部制度、流程、标准进行全面审查和改进，

确保核心目标的一致性、协同性和相互赋能，共同提升。例如，

某企业通过目标揭榜挂帅、推行矩阵管理和绑定绩效评估等手

段，激发精益创新活力，消除管理障碍，有效提升内部管理效

率。 

第三，应坚持管业融合。企业管理必须与业务工作紧密结

合，基于业务需求进行管理，使管理变得无影无形，从而真正

激发企业管理的生命力，发挥其作用，形成主动性。例如，某

企业建立企业管理平台，业务部门主导精益营销、精益物流、

精益财务等逐步推进，着力转型升级，确保取得实际成效。 

最后，应坚持全员参与。企业管理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

有统一的流程，关键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和发展作用。因此，需

要将精益管理本土化，采用易于接受的方法和模式推进精益管

理，确保有效推进、全员参与、持续改善，形成企业文化。例

如，注重统一和分散推进相结合，对共同问题采用统一改进提

升，对各自问题采用分散方式独立研究解决。 

四、注重实效完善精益管理机制 

进入新发展阶段，精益管理需要聚焦主业和发展动能，注

重层次支撑和过程管理，完善精益目标管控体系。以下是具体

的实施方法： 

（一）注重层次支撑和过程管理，完善精益目标管控体系 

1. 搭建层层支撑的目标体系：目标就是方向和要求。精

益管理需要明确核心目标，体现高质量发展，聚焦核心业务和

价值所在。目标体系应从核心指标、年度重点、主营业务、后

台支持等方面进行分解，形成方向明确、聚焦核心、重点突出

的目标树。 

2. 同步同频形成对标体系：对标管理应与目标管理同步

同频，对比的指标应首先是目标体系中的短板指标。各单位可

自主提出需要改善的对标指标，通过与其他企业进行对标，促

进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3. 加强目标过程管理力度：将重要的短板指标纳入年度

绩效考核中，促进提升各单位的管理意识和质量意识。同时，

可以融入其他管理手段，形成目标通报、分析改进、创新攻关

系统联动的目标诊断机制。通过数据对标向管理对标延伸，促

进管理与业务的融合。 

综上所述，这些措施有助于完善精益管理机制，在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 

（二）注重精益指引和课题定位，完善精益课题管理机制 

1.聚焦年度重点优化精益指引 

（王，2023）近年来，近年来，我们不断探索并印发了年

度《精益改善指引》，引导管理部门聚焦企业发展需要和短板

瓶颈问题，为各单位提供精益改善的课题方向和有关说明。尽

管取得了一些积极反馈，但仍存在改进空间。我们可以尝试以

聚焦核心业务、简单明了为原则，编制年度《精益改善指引》。

同时，我们可以从年度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年度需要重

点改善的目标指标中直接转化形成精益改善的课题方向，并配

套相关说明与要求，以此促成业务条线更加深入参与精益管理

的“大循环”格局。 

2.注重质量优化精益项目管理 

（许，2023）认为当前，我们已经建立了分层分类的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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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管理机制，为不同情形的课题提供了合适的载体。然而，

在项目分级、选题确定、过程指导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为了

打造出“覆盖面广、创新度高、贡献度大”的精品综合性改善

成果，我们可以探索项目分级管理，如公司总部主要关注具有

全局共性特征和研究价值的精益项目，其余个性化区域化精益

项目则由基层单位自行组织和管理，并在结题后向公司总部精

益项目管理部门备案。同时，我们还应严格项目选题立项，确

保充分了解课题思路，并从申报单位管理基础、攻关能力、预

期效果等方面确定整合研究还是单独研究。此外，我们还应深

化细化过程指导，通过中期答辩、日常沟通、结题发布等形式

加强项目指导，促进管业融合、交流学习、同步开展有关工作。 

3.搭建数据中台赋能管理创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已

经成为重要的要素资源和竞争力量。为了更好地利用数据赋能

管理创新，我们应搭建数据中台，汇总企业所有数据到一个平

台。同时，开发数据动态查询、组合、对标、展示等功能，使

指标进展一目了然，短板分析更加灵活、便捷、系统。这将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推动管理创新。 

（三）注重正向激励和配套制度，完善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1.完善员工创新档案管理 

当前，已经开发员工创新电子档案，支持在线查询单位或

个人的创新课题总数、每类创新课题分别的数量等。下一步可

做进一步细化，探索积分制管理，（陈，2023）认为对于精益

项目、QC 小组活动、一页纸改善课题、合理化建议、OPL 一点

课等不同课题类型，根据其定位、涉及广度、复杂程度、获奖

情况等因素，分别赋予数值不等的分值。各单位也可根据自身

实际需要进行丰富和微调，同时加以荣誉激励、绩效激励、福

利激励等配套措施，引导大家立足岗位、聚焦主业、注重质量

主动创新。 

2.建立员工创新公示机制 

目前，对于创新工作的导向，已不再强调和通报创新课题

的数量、排名，而是强调和严格创新课题的选题、质量，使创

新管理工作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年度课

题实施数量、评奖数量同比大幅下降也可看出这一工作导向调

整的效应。当前的导向要求更加考验员工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因此，应考虑建立员工创新公示机制，对参与推进创新课题的

员工给予正向激励和鼓励支持，保护他们的创新积极性，塑造

公开公平、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 

3.健全员工创新激励机制 

要在公示员工参与创新情况做到“重示范”的同时，应建

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做到“强激励”。（谭，2023）作为岗位

考核加分项与薪酬挂钩、为分享知识和培训深造提供机会、作

为评先评优考量维度、冠名创新工作室、选树宣传有说服力的

先进典型等等。通过机制建设和系列措施，让各类人才立足岗

位无忧创新，有成就感，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培养形成一批

既懂业务、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力资源支撑。 

五、结语 

本文基于企业推行精益管理之路的回顾、总结、梳理、思

考，目的就是要回归精益含义本源，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地

做事。做正确的事，即推进精益管理工作要聚焦企业发展需要

什么、领导层关注什么，以目标、问题、结果导向推进工作，

避免事倍功半，甚至引起业务条线人员的负担增加与情绪抵

触。正确地做事，即推进精益管理工作要突出分类指导、质量

重于形式，做企业发展与业务条线需要型精益管理服务与载

体，通过精益管理工作推进，引入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做法，

运用课题载体引入矩阵管理打通管理梗阻，搭建共享与展示平

台激发全员创新热情，合理协同推动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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