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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种浪费” 20世纪50年代后期诞生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

的精益生产方式，在80年得以发展完善，而且逐步在中国的

企业里得到实施，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生产周期缩短

，在制品减少，生产效率提高，废品减少，库存大幅度降低

。 精益生产方式将所有浪费归纳成七种： （1）等待的浪费

： 等待就是闲着没事，等着下一个动作的来临，这种浪费是

无庸置疑的。造成等待的原因通常有：作业不平衡、安排作

业不当、停工待料、品质不良等。例如在产品检测过程中，

调试人员和核检人员站在产品旁边等待，这种情况是否还有

？ 除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有等待外，其他管理工作中就没有

等待这种浪费发生吗？当制造部在生产新产品发生一些问题

时，技术部和品质保证部是否能立即解决而不需要现场人员

长时间等待？如何减少这种等待？ （2）搬运的浪费； 大部

分人皆会认同搬运是一种无效的动作，也有人会认为搬运是

必须的动作，因为没有搬运，如何做下一个动作？很多人都

有这种想法。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默认它的存在，而不设

法消除它。有些人想到用输送带的方式来克服，这种方式仅

能称之为花大钱减少体力的消耗，但搬运本身的浪费并没有

消除，反而被隐藏了起来。搬运的浪费若分解开来，又包含

放置、堆积、移动、整理等动作的浪费。 （3）不良品的浪

费： 产品制造过程中，任何的不良品产生，皆造成材料、机

器、人工等的浪费。任何修补都是额外的成本支出。精益的



生产方式，能及早发掘不良品，容易确定不良的来源，从而

减少不良品的产生。这一条比较好理解，关键是第一次要做

正确，但实施起来却很困难。大家不妨仔细想一想，除了产

品生产，管理工作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浪费情况？ 精益生产

方式的思想之一就是要用一切办法来消除、减少一切非增值

活动，例如检验、搬运和等待等造成的浪费，具体方法就是

推行“零返修率”，必须做一个零件合格一个零件，第一次

就做好，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的源头就杜绝不合格零部件、原

材料流入生产后道工序，追求零废品率。 （4）动作的浪费

： 要达到同样作业的目的，会有不同的动作，哪些动作是不

必要的呢？是不是要拿上、拿下如此频繁？有没有必要有反

转的动作、步行的动作、弯腰的动作、对准的动作、直角转

弯的动作等？若设计得好，有很多动作皆可被省掉！在管理

理论中，专门有一种“动作研究”，但实施起来比较复杂，

我们完全可以用上述的基本思想，反思一下日常工作中有哪

些动作不合理？如何改进？ （5）加工的浪费： 在制造过程

中，为了达到作业的目的，有一些加工程序是可以省略、替

代、重组或合并的，若是仔细地加以检查，你将可发现，又

有不少的浪费等着你去改善。 （6）库存的浪费： 精益生产

方式认为：“库存是万恶之源”。这是丰田对浪费的见解与

传统见解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丰田能带给企业很大利益的

原动力。 精益生产方式中几乎所有的改善行动皆会直接或间

接地和消除库存有关。精益生产方式为什么将库存看做是万

恶之根源，而要想尽办法来降低它呢？因为库存会造成下列

的浪费： 1、产生不必要的搬运、堆积、放置、防护处理、

找寻等浪费。 当库存增加时，搬运量将增加，需要增加堆积



和放置的场所，需要增加防护措施，日常管理和领用时需要

增加额外时间等，甚至盘点的时间都要增加，这些都是浪费

。 2、使先进先出的作业困难。 当库存增加时，以铜管为例

，新入厂的铜管压在原来的铜管上，先入库的要想优先使用

，就必须进行额外的搬运。而如果为省事，先使用新入厂的

铜管，原来的铜管长期放置会带来质量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

。 3、损失利息及管理费用。 当库存增加时，用于生产经营

活动的资金会大量沉淀在库存上，不仅造成资金总额增大，

还会增加利息和库房的管理费用。而这些常常是隐含在公司

的管理费用中，只有专门列出，才能发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进而正视它，并努力解决。 4、物品的价值会减低，变成

呆滞品。 当库存增加时，库存量会大于使用量，甚至会造成

长期的积压，特别是当产品换型时，这种问题可能会显得更

加严重。本公司在国产化和C型机向G型机转换过程中，就因

为原来库存过多而造成大量物资积压，而且为盘活这些积压

物资，又需要进行额外的投入。此外由于放置的时间较长，

原来贪图便宜批量买进的物资，现在六折也许元就可能买到

一个新型号，从而造成实际价值降低，成本升高，利润减少

。想一想库存中的积压物资，当初是以什么价格购入，而目

前的价格是多少，就会明白了。 5、占用厂房空间，造成多

余的工场、仓库建设投资的浪费。 当库存增加时，就需要额

外增加放置场所。近年来，由于钢材等的增多，我们二工厂

北侧又新增了材料置场，新增加了投资，却不带来效益。 另

外，因库存所造成的无形损失，绝不亚于上述的有形损失，

精益生产方式认为库存会隐藏问题点，而“问题”在精益生

产方式中被认为是宝藏，问题如果能不断地被发现解决，则



利益便会不断地产生。库存隐藏问题点，造成下列后果： 没

有管理的紧张感，阻碍改进：库存量一多，因机械故障、不

良产品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不能马上显现出来，因而也不会产

生对策。由于有了充足的库存，出现问题时可以用库存先顶

上，问题就可以慢慢解决甚至不用解决，最起码是被掩盖住

了，不急迫了，不会被上级追究了，于是乎本部门的工作成

绩就出来了。 6、设备能力及人员需求的误判：由于库存量

的存在，设备能力不平衡时也看不出（库存越多，越不容易

看出来）。人员是否过剩，也无法了解。由于有较多的库存

，供应部门需要增加人员，制造一线需要更多的人员来生产

产品用于补充库存，需要增添设备来保证生产库存所需要的

设备能力，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浪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