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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锋集团，以钢铁生产及深加工为主业，以地产、供热、水资源和
旅游度假项目等为辅业的综合性企业

▪ 始建于2002年，位于山东省德州
市齐河县

▪ 年产500万吨热轧带肋钢筋、高速
线材和机械制造加工用钢

▪ 5,700名员工，平均年龄30岁

▪ 自创建以来，坚持科学发展、人文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依
托钢铁主业，稳慎多元延伸

▪ 企业发展理念“绿色的永锋、创新的永锋、数字的永锋、可持续的
永锋”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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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钢铁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
挑战

永锋钢铁在外部、
内部都存在着巨大
的压力和挑战

钢铁行业
环境恶劣

自身能力
不足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 吨钢成本与对标企业
相比差距大

▪ 需求萎缩

▪ 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 吨钢利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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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业增长放缓，产能严重过剩 …

外部压力 – 钢材市场需求明显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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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需求量与产能对比
百万吨

2005至2010年，中国成品钢需
求量增长为11%。而2010年至
2015年，仅增长3%，增长明显
放缓

2005年至2015年每年钢铁产能
均高于需求30-50%左右

需求产能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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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压力 – 严格的环保调控以及去产能政策，对钢铁行业产生巨大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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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山东省正式开始执行“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其中
对钢铁行业要求更为严格

 永锋投资1.2亿元，在烧结机上建

设脱硫系统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控制在100毫克/立方米以下，粉
尘控制在20毫克/立方米以下。超

前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标准要求

2015年起国家对钢铁行业推行更严格环保排放政策

• 新《环境保护法》出台了罚款按日连续计罚规则
• 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按日计罚、上不封顶

资料来源：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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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压力 – 2013年永锋的铁水成本对标全球钢铁企业处于劣势

1 生产棒材的钢铁企业

沙钢 唐钢 宝钢

通过国内外钢企铁水成本对比，永锋钢铁处于下游，差距巨大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2000 100 300 800700600 1,000

50

900400 500
0

150

300

250

350

200

100

450

400

永锋 马钢

2013 全球主要钢铁企业铁水成本曲线1

产能
百万吨

铁水成本
美元/吨

国外钢厂中国钢厂



8

内部压力 – 从吨钢成本能力方面分析，与对标企业相比，我们企业
在产品组合、原材料消耗和制造费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永锋钢铁公司与对标钢铁企业的盈亏对标

2015吨钢成本1

1 将某知名钢铁企业的利润和各项成本（按销量）同比缩小到永锋钢铁规模进行比较
2 制造费用：不包含折旧及生产单元内的间接人工
3 人工成本指直接人工和生产单元内的间接人工

-42%

产品组合 原燃料 制造费用2 人工成本3

销售及
管理费用 折旧费用 永锋钢铁对标钢企

▪永锋普钢
产品利润
率远低于
对标钢企
产品利
润率

▪永锋没有
焦化，且
采购规模
小导致成
本高于对
标企业

▪永锋的生
产制造费
用距离对
标钢企还
有差距

▪永锋人工
成本优于
对标企业

▪永锋直销
为主的销
售模式及
机构精简
有效降低
成本

▪永锋固定
资产比重
较轻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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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面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永锋一直在不停的思
索和探求如何求生存、谋发展

初识精益，系统
诊断

▪ 从生产建设转到生产经营，
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
转型

▪ 急切需要在管理理念、企业
价值观上统一思想、方向和
目标

▪ 引进精益管理的方法和理念
▪ 与麦肯锡合作，初步诊断，

查找企业的短板

2014.10 - 2014.12

基本情
况及存
在问题

2002 - 2014上半年

企业创业及
高速发展阶段

▪ 通过八九点、聚成等咨询公
司进行企业文化、战略、价
值观梳理和咨询，但是难以
执行落地，没能实现企业成
本管理目标

全面开展精益运营，
提高竞争力

2015年至今

▪ 自建厂以来，以生产建设为
中心，边生产边建设，产能
从建厂之初的100万吨扩张到
500万吨；从十几人的创业团
队发展成5,700人的员工队伍

▪ 人员构成复杂，整体效率
较低

▪ 受钢铁行业整体下行影响，
公司生存压力加大

▪ 使用精益运营的理念，统一
思想、意识、行动还有很大
的困难

▪ 把精益运营作为公司“十三
五”规划的重点

▪ 全面开展实施“精益运营、
革新转型”

思索及
探求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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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与麦肯锡开展合作，向其“借智、借力、借道”，
系统诊断企业的差距和短板

通过麦肯锡诊断分析，系统的为公
司找到、弥补漏洞和差距，明确了
革新转型的目标

业绩

组织能力

1 健康2

钢铁业务

▪ 系统化的管理方法和组织能力
的欠缺

▪ 设备综合利用率（OEE）低、
维修成本高

财务表现

▪ 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自
2010年以来持续降低, 生产成
本占销售比重的持续增长

▪ 在产品组合、原燃料消耗和制
造费用方面成本高

管控模式

▪ 内部人才培养与晋升/淘汰机
制缺失

▪ “能力发展”与“激励机制”
不完善

▪ 偏重技术和工艺
▪ 注重单点单流程优化，缺乏

系统优化能力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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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个月的诊断结果，我们制定了2015年度“打基础、带队伍、
建系统”的推进方案，全面开启了精益运营的历程

打基础
第一期（1-4月）

打基础 + 带队伍
第二期（5-8月）

▪ 运营系统

– 指导逐步自主推广

– 总结通用的管理做法

▪ 管理架构

– 建立可视化业绩管理
系统

– 完善自主的绩效对话
机制

▪ 理念与能力

– 持续系统的能力培养

– 指导内训师传播知识

– 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其他
员工

▪ 运营系统

– 打造精益车间

▪ 管理架构

– 推广可视化业绩和现场
管理系统

– 建立设备管理体系

▪ 理念与能力

– 持续系统的运营领导力
培养

– 指导内训师传播知识

– 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其他
员工

▪ 运营系统
– 专注于成本节约
– 改进单点的操作、运营
– 重点项目、难点攻关

▪ 管理架构
– 关注关键的绩效指标
– 建立初步的绩效对话

机制
▪ 理念与能力
– 初步的能力培养
– 宣传转型的必要性

带队伍 + 建系统
第三期（9-12月）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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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介绍我们在精益运营推动过程中的实践

内容
1

形式
2

收获
3

1.1 建立17个公司级大项目

建立KPI指标体系

打造精益车间

CCOE培训

对标管理1.5

1.4

1.3

1.2

高层走线

成立PMO作战室

建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

采取多种形式的激励
手段

吨钢利润增长

成本排名前进

员工行为理念转变

2.1

2.4

2.3

2.2

3.1

3.3

3.2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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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实施17个公司级大项目，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各项问题，向
生产要业绩，树立信心 (1/2)

序号 大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降低铁水成本 降本类项目

2 控轧控冷 降本类项目

3 煤气综合利用 降本类项目

4 降低用电成本 降本类项目

5 提高发电效益 降本类项目

6 降低厂内物流费用 管理类项目

7 进厂物资质量控制 管理类项目

8 安全环保项目 管理类项目

9 提高OEE 管理类项目

… …… ……

16 提高成材率 降本类项目

17 提高销售利润 降本类项目

2015年公司级精益运营大项目 建立目视化PMO作战室，统筹推进项目

定期的进行项目总结，浮现和解决问题

1.1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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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按照5个步骤进行稳步推进，形成闭环管理 (2/2)

设计及计划 实施 固化完善准备 诊断

▪ 确定项目的范
围、初步目标

▪ 确定项目涉及
的单位并组建
项目团队

▪ 确定项目初步
的计划

▪ 现场调研、数
据收集（调查
表、现场访谈、
头脑风暴、问
卷调查）

▪ 查找主要原因
（运用鱼骨图
等工具）

▪ 查找根本原因
（运用5W1H

等工具）

▪ 项目组问题分
解（问题树）

▪ 根据根本原因
制定整改措施

▪ 根据整改措施
制定Tips计划

▪ 填写项目立
项表

▪ 跟踪KPI变化
情况，对波动
或异常指标进
行分析

▪ 现场巡查Tips

的实施完成情
况，根据措施
进度情况对即
将延误项目进
行提醒

▪ 定期开会项目
汇报会，项目
会重点汇报项
目推进过程中
浮现的问题、
对问题的分析、
解决的过程

▪ 问题跟踪解决

▪ 统计项目实施
收益（效果）

▪ 总结项目可固
化和标准化的
内容

▪ 总结项目存在
未解决问题

▪ 开项目结项总
结会

1.1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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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指标体系，对厂部 – 车间 – 班组进行KPI到KAI

的分解，将公司业绩目标和岗位操作紧密结合 (1/2)

以动力部汽鼓风车间为例

业绩与KPI缺乏关联 以车间成本为目标逐层分解到值/班组KPI

汽车鼓风间
总成本

动力部目标

发电成本

汽车鼓风成本

电动鼓风成本

外供蒸汽成本

车间目标

蒸汽单位成本

发电机组汽耗

日发电量

蒸汽单位成本

汽动鼓风机组汽耗

冷风供量

电单耗

冷风供量

蒸汽单位成本

外供蒸汽量

车间一级KPI

吨蒸汽煤耗

自配煤价格

四万机组汽耗

四万机组单班发电量

吨蒸汽煤耗

1#汽动风机汽耗

1#汽机供风量

1#高炉电动风机电单耗

1#高炉电动风机供风量

自配煤价格

2#汽动风机汽耗

3#汽动风机汽耗

2#汽机供风量

3#汽机供风量

2#高炉电动风机电单耗

2#高炉电动风机供风量

吨蒸汽煤耗

自配煤价格

车间二级KPI

1#炉吨蒸汽煤耗

2#炉吨蒸汽煤耗

四万机组真空

1#炉吨蒸汽煤耗

2#炉吨蒸汽煤耗

1#汽动风机真空

2#汽动风机真空

3#汽动风机真空

1#炉吨蒸汽煤耗

2#炉吨蒸汽煤耗

值/班组一级KPI
产量（千度）： 35251.16

单  价 单  耗 单位成本 单价 单耗 单位成本 总消耗 总成本 价格变动 价格影响金额 单耗 运行成本 单位成本

一、加工成本 元 518.37 403.70 14355620.74 -114.66

 1、电 kwh -          -          0.00 0.00 0.00

 2、水 立方 2.97 1.98 5.88 4.17 2.50 10.45 88221.00 368314.61 1.20         3.02         0.52 1.55 4.57

3、煤气 立方 1393.10 153.71 1393.10 153.71 49108431.00 5418490.41 -          -          0.00 0.00 0.00

   其中：高炉煤气 立方 0.09 1184.16 110.92 0.09 1184.16 110.92 41743150.00 3910080.86 -0.00        -0.00        0.00 0.00 0.00

        转炉煤气 立方 0.20 208.94 42.79 0.20 208.94 42.79 7365281.00 1508409.55 0.00         0.00         0.00 0.00 -298.72

4、电煤 吨 563.50 0.61 341.52 552.37 0.43 239.55 15287.21 8444241.00 -101.97

5、压缩空气 立方 0.10 14.20 1.39 0.10 36.03 3.53 1270000.00 124574.72 2.14

6、变动制造费用 元 17.26 0.00 0.00 -17.26

(1)机物料消耗 元 17.07 0.00 -17.07

(2)低值易耗品 元 0.19

(3)办公费 元

(4)差旅费 元

(5)外委费用 元 0.00 0.00

(6)大修技改 元 0.00 0.00

二、直接人工费 元 12.62 12.62 444822.88 0.00

三、固定费用 元 6.67 6.67 235025.82

1、折旧费 元 0.00 0.00

2、财产保险费 元 6.67 6.67 235025.82

四、副产品回冲 元 -3.17 -3.17 -111845.63

1、炉渣 元 -0.12 -0.12 -4386.66

2、粉煤灰 元 -3.05 -3.05 -107458.97

3、脱硫灰 0.00 0.00

责任成本小计 元 537.65 419.82 14923623.81 -117.83

2014 年1月 发 电  成 本 与绩效 对 比

成 本 项 目 计量 单位
基准指标（千度） 实际成本 实际-基准

月度成本考评

日常KPI/KAI记录

？

1.2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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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系统开发的永锋指标体系，在生产经营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指导作用 (2/2)

传统数据统计方式 指标体系驱动实时问题解决

▪ 三级指标对标先
进找出差距。一
级指标历史最优；
二级指标国内先
进；三级指标国
际先进

▪ 红黄绿三种颜色
自动指示目标完
成状态

▪ 树状设计结构明
确各层级指标支
撑关系

▪ 实时更新及时浮
现生产经营问题，
帮助各层级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
明确目标，统一
思想，快速反馈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优势

▪ 人工采集时间长、效率低，出错
率高

▪ 数据上传时效性差
▪ 缺乏系统分析，数据价值没有体现

出来

▪ 数据实时自动采集、上传
▪ 确保数据准确、真实可靠
▪ 产品、过程和资源信息通过数字

化技术有效结合

弊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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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精益车间，产生示范效应，推动基层变革 (1/3)1.3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 建立5S标准
▪ 建立5S管理办法

▪ 每天有专人巡查车间
5S状态并记录问题

5S

目
视
化

▪ 建立目视化标准

▪ 完成业绩对话目视化
实施

标
准
化

▪ 一线员工与车间主任
对“6标1书”100%

实践并反馈

改善之前 改善之后 改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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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精益车间，产生示范效应，推动基层变革 (2/3)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 完成新版KPI看板制
作与上墙

▪ KPI看板数据填写完

整；红区数据以及连
续第三个黄区数据，
都有问题记录、分析
与改善举措

问
题
解
决

▪ 所有浮现的问题（设
备点检，自主维护，
安全隐患，5S，目视

化等）都有记录、分
析与改善举措

▪ 所有改善举措都有明
确的负责人和计划完
成时间

1.3

业
绩
对
话

改善要求改善之前 改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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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共有27个车间单位完成精益车间初步建设，
占全公司车间总数的32% (3/3)

5月 6月 7月 8月

04.11.18.25.01.08.15.22.29.06.13.20.27.03.10.17.24.日期

第一批

第一批

材料仓库

高化军、王明峰机关车队

备注

第一批

李建拆解车间 第二批

第二批

第二批

姜忠利

第一批

成品库 王民

综合仓库备件二库

钢渣处理车间

韩震

监督科、取样站

第一批

第一批

王强

马新明

汽运车间

韩震

第一批

刘灿征

第二批

第二批

杜克震、杨忠涛

孙式柱

刘勇销售部科室

李霞

负责人

朱斌

中心实验室

铁运车间

发电车间

水汽车间

第二批

合金一库

第一批

动力

运输

科技

装备

销售

监察

技术
质量

供应

办公

职能部室

第一批样板：6

预期完成：
7月底

第二批推广：2

预期完成：
8月底

主体生产厂

第一批样板：8

预期完成：
7月底

第二批推广：
11

预期完成：

8月底

厂部

业绩

现场

第一批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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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E骨干培训、厂部级领导培训等多层级的培训方式，转变员
工的理念并提升持续改善的能力

按照7层规划和推进，统一上下级思想，营造氛围

CCOE

骨干培训

厂部级领
导培训

持改
骨干
培训

设备
小队
培训

试点
单位
培训

内训
师培
训

车间主任培训

班组长培训

▪ 50多名认证骨干在各自的精益运
营岗位上肩负更多职责，且起到
了带头作用

▪ 持改人员数量增加，由点到面带
领团队推进各专项精益

▪ 设备小分队12人成为装备部和各
主体厂的设备骨干甚至专业管理
人员

▪ 涌现多名能效骨干补充到各厂部
▪ 第一批永锋自己的内训师主导在

各厂部和车间开展针对性的精益
培训，并开始培养第二批内训师

看到的转变

▪ 厂部-车间-班组管理层从原先
“凶人”和“技术导向”式管理
更多转向以“精益语言和行动”
管理

▪ 涌现了一批敢于且勇于领头推动
精益到车间的车间主任，并充分
带动周边的车间主任

1.4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23

对标管理找差距：与世界一流钢铁企业战略合作，进行全面对标
学习，突破技术瓶颈 (1/2)

对标打造优秀永锋

3批次赴德国对标学习

2015年11月

炼钢工序对
标学习

2015年12月轧
钢工序对标

学习

2016年3月

高层管理对
标学习

多角度对标学习

人员管理及组织架构

工艺过程控制

机械设备及备件

电气设备及备件

物流管理

质量管理

生产计划

现场管理

生产调度指挥系统管理

1.5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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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标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深入开展现场诊断和对标学习，
缩短差距 (2/2)

对标企业专家到永锋现场
诊断

▪ 了解永锋的实际工作情
况，搜集各种管理信息

▪ 结合对标企业的做法，
给予指正和建议

▪ 永锋公司相关人员全程
学习、配合、交流，提
出本工序疑问

公司攻关小组到对标企业
学习

▪ 弥补自身的不足，学习先
进的管理理念和做法

▪ 文化基础的培养也尤为
重要

▪ 点对点的进行交流学习，
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

公司攻关小组将所学运用到
实践

▪ 结合对标企业的诊断和其
现场的实际运用效果，复
制、创新到永锋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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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展好这些工作，我们采取了多种形式，提供强力支持

内容
1

形式
2

收获
3

1.1 建立17个公司级大项目

建立KPI指标体系

打造精益车间

CCOE培训

对标管理1.5

1.4

1.3

1.2

高层走线

成立PMO作战室

建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

采取多种形式的激励
手段

吨钢利润增长

成本排名前进

员工行为理念转变

2.1

2.4

2.3

2.2

3.1

3.3

3.2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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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定期现场走线，以身作则，把时间、精力、热情、资源
都投入到运营转型活动中来，是转型项目成功的关键

激励

▪ 亲自听取诊断汇报，对优秀的变革领头人
提供更广阔的能力提升与展示的机会

▪ 解决变革中绩效考核的种种缺陷与冲突，
推动进程

沟通

▪ 精益运营坚实代言人

▪ 通过组织健康度调查，听取群众需求，树
立以员工为中心的长期转型目标

资源投入

▪ 安排最优秀的团队骨干全职参与转型
▪ 对人才培养给予资金投入
▪ 对机制体制新的尝试与做法给予肯定与
推进

以身作则

▪ 直接领导及参与转型工作，亲自带领核心项目
并亲自参与过问

▪ 带领管理团队定期下现场并指导运营转型工作
▪ 亲自出席定期组织的“精益研讨会” 或深度
访谈

▪ 重点强调能力打造/能力输送， 确保长期依靠
自身持续应用/实施方法

2.1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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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精益运营办公室，更好发力推进精益运营项目

X 全职骨干

X 兼职骨干

烧结 炼铁 炼钢 轧钢 动力 运输 科技

持续改进骨干组

永锋集团精益运营办公室

2

1

2

生产
技术

品质
保证

能源
管控

装备
工程

安全
环保

2 2 2 2 1 181 66 133 145 55 29 14

1

1

1

1

1

企业
管理

其他
部室

1

9

12 537

5

板块B

板块B精益

置业C

板块C精益
钢铁板块

非专门办公室

2.2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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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员工的职业发展通道，搭建员工成长平台

管理序列 技能序列 专业序列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

厂部级正职

厂部级副职

厂部级助理

科室级正职

科室级副职

科室级助理

班组长

员工

第五层级

第四层级

第三层级

第二层级

第一层级
初级工

首席师

高级师

中级师（工程师）

助理师

中级工
科员

首席技师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2.3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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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激励表现突出的员工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2.4

员工立足本岗位，改善活动层出不穷 通过最佳实践分享会，评选先进等方式进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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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在2015年度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内容
1

形式
2

收获
3

1.1 建立17个公司级大项目

建立KPI指标体系

打造精益车间

CCOE培训

对标管理1.5

1.4

1.3

1.2

高层走线

成立PMO作战室

建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

采取多种形式的激励
手段

吨钢利润增长

成本排名前进

员工行为理念转变

2.1

2.4

2.3

2.2

3.1

3.3

3.2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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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益运营项目，累计计算贡献89元/吨钢收益，在严峻的市场
形势下2015年实现63元/吨钢利润

 2015全年市场
形势严峻，导
致吨钢利润大
幅下降，甚至
出现“倒挂”

 永锋集团通过
精益运营项目
2015年降本89

元/吨钢，实现
利润63元/吨钢

吨钢利润变化示意图

降铁水成本，
控轧控冷，
进厂物资
质量

元/吨

2015年外部市场预计
导致利润减少162元

精益运营带来的原料
与生产费用降本89元

其他大项目

139

533

6355

期间费
用与其
他贡献

精益运营
原料降本
贡献

精益运营
生产降本
贡献

2014年
吨钢利润

仅市场因
素影响后
的利润

2015年
实际吨
钢利润

-1

34-23

-694

销售价格
变化贡献

原料价格
变化贡献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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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球主要钢铁企业铁水成本曲线1

1 含原料、能耗、人力及其他

200

350

250

150

100

0 100 800700600500400300
0

200 900 1,000

300

50

沙钢 宝钢 马钢唐钢

国外钢厂中国钢厂

2015年永锋 2013年永锋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永锋吨钢利润从2013年的全球落后
位置改善到2015年底的全球中上游

产能
百万吨

铁水成本
美元/吨

3.2通过精益运营，永锋钢铁吨钢成本在全球知名钢铁企业成本曲线
上从2013年的中下游提升到了2015年的中上游



33

精益运营骨干通过能力复制，不断的将诊断方法和工具传授给其
他员工

3.3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高效沟通方式

问题解决方法

快速换模SMED

从“我们和他们” ... 到 “我们一块儿”

“这部分节约即可以是高炉出铁温度下
降，也可以是我们多加冷料提产，我们
可以一块儿协调一下！”

– 铁水罐温度管理研讨会

“我们只管得了卸车以后的温度损失，
中间的部分你得去问调度，再之前是高
炉他们管的”

–炼钢流程调研

从 “没办法”… ... 到“有方案”

“不降罩和一次除尘风机不匹配也有关
系，但是报上去了公司不批我们也没办
法”

– 炼钢流程调研

“混烧锅炉热值配比是设计限制住的，
超过了肯定有问题”

– 转炉煤气放散初步调研

“我们可以在停炉的时候试验撤煤
纯烧煤气，测试锅炉的最大潜力”

– 谷时降负荷研讨会

“如果按照煤气热值损失做分析
上报，我们的方案应该能通过”

– 转炉煤气回收研讨会

从 “规则限制”… ... 到 “主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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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永锋钢铁企业简介

▪ 企业外部、内部环境

▪ 开启”精益运营、革新转型”的历程

▪ 精益实践

▪ 变革中的问题

▪ 开智与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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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2015年成绩和变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整年的推进过程中存在
主要问题

精益运营中的问题

5S无法有效保持 标准化不健全、执行不到位

精益工具使用不当，掌握不够
业绩对话流于形式，没有完全
有效开展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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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永锋钢铁企业简介

▪ 企业外部、内部环境

▪ 开启”精益运营、革新转型”的历程

▪ 精益实践

▪ 变革中的问题

▪ 开智与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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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近两年的精益运营推行，我们总结出：必须始终坚持六个理念
和行为模式，精益运营才会取得成功

精益的思维

▪ 以客户的角度定义浪费
▪ 把管理中的失误转换成标准
▪ 能干着算、算着干，能看得清、算的清、管得

清，辨得清才能管得住
▪ 是精益运营的“种子”

精益的文化

▪ 创建“利他双赢”的企业文化氛围
▪ 是推行精益运营的“气候条件”

精益的成果

▪ 持续改善，提升核心竞争力
▪ 是精益运营的“果实”

精益的理念

▪ 坚持客户价值，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
▪ 是推行精益运营的“土壤”

精益运营行动

▪ 管理人员到现场和员工一起进行现场观察现场
询问现场改善

▪ 要做到在生产中指挥生产，在工作中指导工作
▪ 要在现场进行监督、检查、指导、把关工作，

以确保精益运营的落地生根和发展壮大

精益的工具和方法

▪ 目标、问题可视化
▪ 现场中观察提问解决问题
▪ 是精益运营必需的的科学管理和有效呵护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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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悟

精益的变革才刚刚开始，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不能靠打鸡血、速成班

解决企业问题，只有长期的坚持目标

和不懈努力，有恒心、有信心、有耐

心，转型才能成功！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39

2016-1年
补漏增效

运营和必备管理类模块

2018-3年
稳步提升

协调与发展类模块

公司战略

企业风险管控

设备 能源效率生产基础 生产- 供应

质量 装置资产配料 安全环保

新产品+技术研发 装置设备改良升级

客户和产品组合 新平台开拓定价和漏损 渠道

产销计划 行业秩序合作售后服务 组织架构和业绩

采购战略优化 品类战略采购 运营采购执行

采购组织和业绩 采购能力建设供应商管理协作 风险管控

YES知识管理和更新 能力提升转型持续改进组织 项目制定和管理

组织架构和流程管理人才招聘和培养体系 业绩管理和考核体系

企业资金 审计集团财务 平台公司财务

IT 基础 工业4.0

战略

风险

生产运营

技术研发

市场销售

采购供应

持续改进

组织人才

财务

信息化

运营

管理

健康度和文化

2016年落地

2018年落地

2020年落地

2020-5年
突破发展

前沿创新类模块

永锋集团计划使用3-5年的时间，建立健全生产经营的各个
模块，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永锋卓越运营体系（YES），持
续推进革新转型

资料来源：永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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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完毕 感谢聆听
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