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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企 业
几

的 优化 管 理

朱 求
、

长

近儿年来
,

许多企业

果
。

接着术少单位又进一

在深化改革中
,

普遍推行了优化势动组合
,

取俘了明显 的 经 济 效

步提出
,

要优化产品结构
、

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抚化经济结构等
。 :毫

无疑间
,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很有价值的
,

它们已 日益受到全国企亚界的重视吕现在摆在我们

寡篡辈黯欢忠翁嗽黯忿蕊浆糯孺笋霜鬓
,

翼薰)蒸蘸;羹;蒸毓{
当然

,

整个宏观经济同样有奎优犯管理间题矛但因为企业是基础
、

是
“

细胞
” ,

故此处暂

“

蹂嚣提鹭篆熟
题

。 一

本文
,
此作一初球、

。

。 来说
,

,
究以 , 三 , 。

题
: :

.

什缺优化曾理` 二本文将要提出优化管理这一概念的明
一

确含义
,

并给出较为 详 纽

{釜夔撰瓣漪潍嚣
什么是企业的优化管理

。 洲
一

找
一

价

前面邑鑫谈到
,

近耍珠来
,

全国 。 有
姗

企业在某些局部的管理工作中提出了优化的 。

也做过一些工作
。

但究竟什么是 (企业的 )

天
, L

当我们
雄

一问率来进行一般白
有必要对这个概念作出吸确

一

的表述
。

优化管理
,

却还没有给 出过明确的定义
。

今

并试图在全国的企业年推广时
,

自然首先就

所谓优化管理
,

就是企业要在国家政策
、

计划的指导卞
,

,

依据各项客观规律
,

运用先进的

管理科学理诊
资源

,

使企业
和六铸

,

由型体效

对自身系统内的各种活动进行最优的组织管理
,

以最充分地利用“ 饥
益达到最优化

。
一

’
一

,
一 ’ ·

定义是一个非常概括的提法
。

为了说明它的译细内容
,

我们进籽如下一些解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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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企业的各种活动
” :

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系统
,

其主要活动是经济活动 (生产活动和

经营活动 )
。

但除此而外
,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
,

企业实际上 已成为一个综合的社会系统
,

它

还要进行政治
、

军事
、

科技
、

文化
、

教育 以至于体育
、

卫生等多种活动
。

这些活动是相互联

系
、

相互制约的
。

实行优化管理
,

就要求所有这些活动的管理都要优化
。

②
“

依据各项客观辉律爪 由丰可瓤飞鸯燕攀动前级踌括动娜及某他多种活动
。

经济工作

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了向祥
,

’

进者箕他工作时也甜必须渡循春哭白洲晚律
。

总之
,

实行优化管

理就要求一切工作都按科学规律办事
。

③
“

在国家计划
、

政策的指导下
” :

这一条是为了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

因为此处所

谈的企业是指的社会主义企业
。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
,

企业优化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整

个 国家的优化管理
,

是为了使全体人民获得最大的利益
。

④
“

运用先进雏食理科学理论和方法乍这早的先港性是相对于某个具体问题而言的
。

无

论解决什么管理何倾
,

都应尽量采用有养这一间题的步雄理论和方法
, 而不管这些理论和方

法是 2 0世纪提出的
,

还是玲世纪或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提出的
。

但有一点值得强调
,

就是要努

力将定性分撇秘
和定最分析的方法结合起瓜 尽可能地建立数学模型

,
一

应用最 优 化 技

术
`
在计算工具市瓦 如果计算撇

者算盘就可解决间题
,

孤就并不要求一定要使用电子计

算机
。

总之
,

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

这是管理科学的突出特点:

⑥
“

企必的效益气 这里的产效益
”

含意有三
: 一是指包含释铸他拳

: 社今
三者在内的练合效粼 而不是单指经济效益

,
_

二悬指企业的整体攀苹, 而不
幸益和坏境效益

厂

是某个局部的效

益
; 三是我们所追求的是最佳的 (

姆
高的或最大的,

一

效益
,

而不幕一般水平的效益

为什么要实行优化管理

我们提出在娜企业中知
优化管理

,

这是有着科学的理竣想据和事实依据的
。

第一
它是从管理工作本身的规禅舞串的

,
第岛 寒基从我国当前的实际需要撮出的

;
第三

,

大尾
事实证明了这样做的必要性租有效性

。

现分别说明如下
· _ _ : _

.

首先
,

实行优化管理是人们雄行管理干炸的担本要求
,

现在
,

,

管理是一个很吃香的词
,

人人都在说
鳃

,

个个领
铆在扒耸理

。

但许多企业岭罕
却一

雍
有搞好: 厚因何在? 这

与我们对管理的功能那目的认识不清有很大关系
。

什么是管理? 用
一

最简单的话李讲
,

就是将

一个系统的各种资源组织起未 使该 系统得以运转
,

从而产生出一定的效益
,

一

但是
,

根据人

类 自身的要求
,

人们在进行管理时
,

并不只是满足于
“

能产生效益
”

就行了
,

而是希望尽可能

地把管理搞得最好
,

即希望对各种资源能够作出最合理的安排
,

使资源的价值得到最充分的

发挥
,

使整个系统达到最优的运转户
;

从而产生瘾大的奴
。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酬 最 优管

理
”

或耽化管罗的意
一

夙 所以
, 一

优化管理本麟是人们进行箕理时所期望实那的一个 根本
要求

。
冲

_ . ,

黛瑟截粼娜琳{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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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去、 对管理的质量提出明确的要求
,

提油 一个较高的且标
。 厂

我认为
,

,

这个要乳 狄个目标

就是优化管理、 也就是说勺:在进行每项管理活动时
,

都要具有优化的思想 ;采用优化的方法
,

取得优化的效果
。

要在各个企业
、

各级人员中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云不抓管理不行犷 抓了而没

有优化也不行
。

只有按这毕高标准严要求办事
,
我们的管理水平才可望得到切实的提高

。

`

管理不优化的直拚后果就是物质消耗高
,

经挤效益差
。

和~ 些工业发达国家相比
,

我们

在这方面落后很远 ` 比如 i任8 3年
,
:我国每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要消耗钳材丈

.

2凌万吨
,

而日本

只消耗。
.

5 2五吨仁芙国只耗。
,

2 3万吨
。

这就是说
,

创造同样多 的属民生产总值 {
`

、

刹国消耗的钢
卜材是 日本消耗柳

·

禅倍
, :是美国的乳魂倍石 又如我国能源消耗之高也很惊人

。

据 1叱吕年 n 月世
·

界资源研究所与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联合发表的粉份报告电宣布 、 每生产含美元国民生产

总值
,

我国所消耗的能源为法国的4
.

9
嘴

,

为
」

日本的难
.

43做 为英国的 2
,

时倍
,

为 美国 的
; 2 :

_

1倍
。

夙然建国以来
,

我夙豹工业获得巨大发展
,
产值迅速增长

,
一

但有很大一娜分产品 ;
`

被

一些部门生产出来
,

却又被另外一些部门在其生产过程中
一

消耗掉了 , 并没有转化
,

方最 终产

品
。

这条高速度、 低效益的路子我们不能再走了
。 气

. 、

一
, , _

一
』、 :

`

导致经济效益差有技术方面的原因
,

也有管理方面的原因
,

所以许多人提出
, “

向技术要效

益
,

向管理要效益
” ,

这是完全对的
,

但须明白
,

向一般的管理是要不了多少效益的补要想获

得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
,

唯有在一切工作中实行优化管理
,

方可达到 目的
。

其次
,

实行优化管理是治禅笋褥
, : 深

发生了很大变化
。

其中尤为突出

的要求
:

、

两个方面

妥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国的企业

两方面的变化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

①企业的经营机制发薄了变化
。

过去
,

我国的企业
〔

可以说是基本上实行夕四靠 ,
:

计划靠

润家下达
,

原材料靠国家调拨
,

.

产品靠国家包悄场财政靠国家统管叭在这种梢祝下
,
企业实

际上只是一个生产系统
,

一个执行系统
,

一个封闭系统 (不直接与社会各方打交道 )
,

、 可是

现在不同了 , 现在的企业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
, ;
膏已去对布场进行润查

、
.

分析
、

预测
,

自

己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作出决策
;

许多原材料要靠自己通过多种渠道去选购叭许多产品雌稍售

也要靠自己去组织 ,
在经济上企业要自负盈亏、 经营效果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示总乙

一现在

要求我们的企业成
李

为
、

灯个相对狄立的
、

自主经营、 直负盈亏的杜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喇经营者
。

由此可见
,

企业今天所面临的形势和
.

伍务
.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得多 ;析姐当的风险也要大

得多
。

如若管理不善
,

就可能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询汰
。

所以
,

每个企业只有大为提高合己

的管理水平
,

实现优化管理
,

才能使身已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厂求得发展
,

永洒泣于不蚁之地
。

②企业工作的史心发生了变化
。
过去企业的主要且标是追求产量训产值犷

一

而璐在要以提

高径济效益为中心
。

所谓经济效益
,

归根结蒂
,

就是有效产出与投入之儿
’

皱去我们是高投
入低产出

,
如今要提高经济效益

,
·

当然是希望少投入么产出
。

担仅有此认识扔然不翻
b

须知
,

国家对每个企业的要求
,

不只是要一般地提高经济效益
,

而是要创造出最高的经挤效益
,

也

就是要以尽可熊少的投不获得尽可雄多的产小
。

这是吮件很不奋易的事作粉
二
为批

,
r

企业必须

要能确定最优的径营决雄
,

制定最优的生产计划 , 对生产过程进行最优钓
奋

组织 、 使企业的人

力
、

物力
、

财力等必种资源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友 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

一

货畅其

流
。

如果没有优化的界想
、 不运用优化的技术

, …单纯凭经验办事
, i

那截
~

这卜件称扎扎实实

的工作是绝对做不好帅
。

周
;

此
, 、
严格说来

,

没有优化管理
、…所谓提高经济效益便是二句空话

。

在当前韵治稗擎顿书
`

不少企业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 , 如市场疲软
,

能源
、

资氮 原

材料等资源严重短叭为了解决这些间题
,

一

除丁国家进行合理钧宏观调控和给与必要的支持以

,

2 1 、



外
,

主要还是靠企业 白己内都挖潜
, :
强化管理

,

干方百计地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物质消耗
,

把经济效益搞上去
。

从前面的分析中已可看出
`

,

这分切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企业 的 优 化 管

理
。

所 以
,

优化管理是使企业走出低谷的最有效的途径
。

第三
,

大量事实已经征明了优化管理的强大效力
。

几年来
,

全国已有少数企业在优化管

理方面做了某些尝试
。

尽管时间很短
,

工作还是刚刚起步
,

一

然而却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比

如江苏省常熟市肉联厂于 1牙8了年初开始推行优化劳动组合
,

’

结果这年的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1`
,

4%
,

销售总额增长 2 3
.

2%
, 之当年就实观利润 30 万元

,

一举扭亏为盈
。

到 1 9 8 8年上半年
,

该厂的工业产值与销告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
,

分别增加 54
.

5%
。

和 40
.

5 %①
。

又如南京市西

善桥纺织厂 19 8 5年前
,

由于管理比较混乱
,

经济效益差
,

〕

企业连年亏损
,

到 1 9名5年底
,

亏损

到了顶点
。

从吏9 a 6年起
,

该厂进行了整顿
, :狠抓了优化管理

,

当年就扭亏为盈
, 19 8 7年被评

为市先进企业
, 1 9 8 8年进一步运用各种优化方法

,

结果实现利税比上年翻一番多⑧ 。

再比如

唐山市蓄电厂由于对经营决策
、

劳动组合
、

产品质量
、

基础管理四方面进行了优化
, 1 9 8 8年

完成产值比上年提高29 %
,

利税比上年增长4
.
`

4倍
, 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1 30 %

,

出口创汇增

加巧
,

4%
,

产品获省级优质产品称号⑧
、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

,

优化管理对于提高企业的经济

效益确实有着重大的作用
。 ; ,

`

优化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按照优化管理本身的要求来说
,

企业一切活动 (从生产活动
、

经营活动
、

科技活动直到

人事活动
、

贼务活动等留沁的管理娜都位当进行优化乙但企业主要还是进行 经几济 活 动
。

故此

处只对企业的经济括动作些讨论
。

经济活动的面也很广
,

从当前企亚的实际情况来看
,

我认

为
,

应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优化工作
:

1
.

优化产品结梅
, 一个企业究竟应当生产哪些产品

,

各种产品如何进行组合
,

才能充分

发挥本企业的优势卜为国家作出最大的贡枷
:廷个间题关系到企业的全局

,

也关系到整个国

家经济的发展
。

目前我国拍方面总的需求仍然大予总的供给
,

另一方面却出现市场疲软的状

况
。 ~

这种现象表面看去
,

,

似相矛盾
,

实则是我们长期以来经营不善的必然结果 、
’

.

究其原因
,

除子宏观方面的调控不当以外
,

从企业本身的角度来说
,

与产品结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
、

户

些顾客反映
, “

想买的买不到
,

不想买的堆成山
’ 。

当然有些商品
,

·

张三不要
,

李 四 可 能 想

要
。

但货不对路确实是过去产品经济留下来的一个大何题
。

有些商品本为人们所需
,
但因花

色品种少
几

,

规格型号不全
, :

一

亦带来滞销
。

大批氢 少品种至今还是我们企业生产 的 一 个 通

病
,

现在必须把它较变为多品种
、 一

少批量
。

所以
,

优化产品结构时
,

一定要 以国家计划为指

导
,

以用户需要为目标
,

多力生产出循销对路补质 )高价廉的产品
,

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

也促

进企业的发展
。

. `
_

为此
,

首先要作定性分析
,

确定产品的最优发展夯向
。

当前
,

各个企业要根据 国务院关

于发展产品系列的规定
,

.

迅速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
。 、

对下列五类产命要坚决禅声
:

~

供过于求

者
,

款式陈 !日者
,

性能落后者
,

质量低劣者琴耗能过高者
。

而对午郁些适合用户需要而本厂

技术
、

设备等条件较好的产品附应大力发展
,

还要积极开发性能更好的新产品
。

其次
,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 步作出定童分析
, 确定产品韵最优结构公具体说来

,

就

是根据 (一定时期内 )
一

国家计划和对市场的需求预测
,

结合本厂的技术条件
、

设备能力
、

管

理水平
、

资金拥有量以及原材料
、

能源等资源的拱应情况
,

对本广所能生产的各种产 品进行



最优的组分
,

以便既能满足对各种产品的需求
,

又能使企业 的各种资辉获得最充分的利用必

从而使企业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

一

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
,

应用一些经济预测技术和运筹学中的规划论方法
,

通常便可大体

解决产品结构的优化问题
。

.2 优化劳动攀合
。

墩是关天人才贪攀使用冲 的扮项重够不作荡优化攀动组合中的
“

优化
”

包含四项内容
:
(公确定最枕的客级管睡尚位

` (有明确功能漪逮织机构及其最佳人数 )
, ②选

定最优的管理人员上 岗
; ③确定最优的生产服务岗位 (岗位名称

、

最佳人数 ) , ④选定最优

的生产服务人员上岗
。

在推行优化劳动组合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 一是一切岗位的设置必须从

本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
,

不能搞因神设猫
。

要坚决克服机构臃肿
、

人浮于事的弊病
。

二是在

挑选管理人员时
,

要打破千部与工
.

人
、

有无学历的界线
,

谁有能力谁上岗
。

体件节匆架命卿担本月的是合理设置各种岗位
、 楷摘机彻

澳提高嗽率 , 充分发挥各人之

折长
,

以获得晕高的整体熬益
。

优和劣是相对的
,

二个人从这个岗位上看是劣
,

从另扮个岗

位 上看可能就早终
。

·

同时要实行动声组分
,

适时调整` 在具体执行中要采用群众讨论 、 专象

评议
、 、

领导审批的程序
、井尽量运用一些定量化方法来实现优化、以提高这项工作的科学性访

.3 优化生产过程的组织
。

企业的生产过程包括劳动过程和有然过程岁而前着是主体 ,
4

所

谓劳动过程就是劳动者利用劳动手段 (设备
、

工具等 ) 作用于劳动对象 ! (零件
、
部件不

.

竿成

品
、

原料等 )
,

一

使弃成为产品卯奔过捍
。

它涉及到人和人孙物和物禅及人和物的相互关系
。

这里的优化任舞彝扮即何姆翼合理组终生产过程的基本要本耳如连续性象比例 性、
一

节奏性

等 )
,

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计划
、

安排和组织 奋
,

使得为完成一定任务所孺要的像材料

最少
,

本能褥最少
,

或碑成本最省可或使产品的生产周期最短
,

等等矿这方面的具体问题很

多
, !

例如
,

怎样食理下料
,

怎样选奥配料
,
·

僵样分配任务
,

怎样组合机器 f
一

如何对工作排序 、

何时更新设备
,一等等萝

、

寒们要想降低物质消耗
,

节约生产成本`
·

必须在优化生产过程方面下

大功夫
,

广乒堆行休件管理
,

做到堵打细其
,

,

寸料必争
,
: 分文必夺扣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益
。

优化生产过程中的许多间题可以用运筹学中的规划论和网络分析等方法解决
。

4
.

优化物资管理
。

这里只说说脚资库在量 (物资储备 ) 的最优控制问题
。

任何企业为了

有效地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
,

必须有乙定的物资储备
。

间题是这种储备应当控制在什么水平

最好
。

烤备木少: 工厂可能因厚料供不应典而出现停工待料
,

侠生产虫断` 商店批可能因缺

货而失去销俊机会
,

也会带赛利润握失
` 锥每太多

,
` 、

则会积压钩资补多占用流动资金
,

.

;增加

库房面积和债存幸用
,

物资还可熊丢失川变峨
。

因此 `
一

库存最的拉制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

这粤的优化呵娜县体奉现为么每啼参冬未订牛次踢以补充库存元像次岌货多少才能傀银订货
费

、
·

库存费
、

缺黛聋手煮拱移积为剥
、`

.

译筹学中的存雄论就是专门研究这类间题的`
·

)址
_

.5 优化产易质再
、

产品的质髦是企业的曳命砖质量不妖式企业必垮
。

这聂庆竟争故角度

毒看待质量的熏奔件
, :
但对于一个钵含丰琴伞业米说

,
.

光有此认识还是不够的
。 ;

我仍应该以

对国穿
、

对人民高粤的素译感
:

磷命感声认识质最阿攀的重要性州千方贾计地为社会提供高
质量的产品

。

当前
,

_

产品辱量低是琴月
)工业生产中的廿全严重间尽矛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

据

统计
,

、

在近几年消费者帅投诉书中
:
夕。琳以上是为于产品质最方面的

。
「

所以优化产攘质量乃

为当务之急
。 : 一

;
,
:

_

认 ,
:

_

丫
.

一

。 ;
万汤

所谓产品辱辱解是攀礴足吊启霭开所县寿韵掩饵
几_ 、

丙似 !崖二
_

.

户 、 _ ` 、 ,

: 认

垂量曲优化包含两方面的内赛丈。 根
二

一
` :

` .

二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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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结婚人数的变化也是影响住房的重要因素
。

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 从青少年开

始就具有独立生活的意识
。

现在弃姗年猫汰蛾婚多希望自己有一套住房
,

独立生活
。

特别是

那些与自己的父母不在一地工作的青年人
,

他 (她 )结婚的必要物质条件就是一定要有一套住

房乙有些人就因没有住房而等元牟不能结婚
,

许多地区和单位都有一批青年拿着结婚证等住

房 ; 另一些人结了婚没有住房耐九年过
“
游集

,

生活
。
目前在城市

“

先同居后结婚
·

的现象大有

上升的趋势
,

除 了伦理观念的影响外
,

未及时解决住房间题也是因素之一
。

因此
,

住宅建设
·

和分配一定要考虑进入结婚年龄青晕对住房的需求状况
。

家庭规模和结构对性房有影响一 同时住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
。

有些青年结婚后本

想另立家庭
,

但由于房子问题没有解决也只有同出生家庭暂时在一起生活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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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户的实际需要和潜在需要
,

规定出内禅计出产品质量的最优标准
,

这个标准必须是各冲

指标的最优组合
。

还应注意
,

质量是一个动态概念
,

过了一段时期以后
,

又需对质量标准进

行修改
。

②创造最佳的条件保证质量设计标准的实现 , 通常人们说的某种产品的质量不好
,

主要就是指的这种产品的实标性能很差
,

根本没有达到设计要求
。

为了保证生产 出合乎标准

的产品
,

要紧紧抓住制造过程中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五个因素
:

操作者
、

设备 (包括工具 )
、

原材料
、

工艺方法
、

操作过程
、

操作环境
。

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操作者
,

即人的因素
。

要强化

人们的质量意识
,

树立
“

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
” 、 “

质量差是最大的浪费
“

等观点
,

彻底根除重

数量轻质量的恶习
。

对人员要进行考核和调整
,

把最适宜干某项工作的人调去做这项工作
,

发挥各人之所长
。

凡是质量意识差
、

生产技术差 (相对某项工作而言 ) 的操作者
,

坚决不准

上岗
。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优化劳动组合来解决
。

同样对于物的因素和环境因素也要进行严格

检查和优化组合
,

使那些性能差的设备
、

不合格的原材料不能进入匀
七过程 ( 至少是不能进

入优质产品的生产过程 )
。

总之
,

要通过最优的工程质量来保证实现最优的产品质量
。

全面质量管理是提高产品质量的有效方法
。

它强调各级组织
、

各个人员
、

各个环节都要

重视质量
。

如果我们各级组织
、

各个人员都有明确的优化思想
,

各个环节都用上 优 化 的 方

法
,

则我们的产品质量便可望迅速得到提高
。

除了象上面这样分别地考虑若干方面的单独优化以外
,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

如何将

企业的各项活动
,

如生产
、

经营
、

劳动人事
、

科技教育以至于政治思想工作等活动
,

紧密地

联系起来
,

实现企业整体管理的优化
。

这样做当然可 以获得更大的系统效益
,

但它要求对企

业内部的各种结构
,

各项活动以及外部环境作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

研究
,

这需要运用系统工

程的方法才能解决
。

注释
:

①②⑨ 分别见《最优化报 》 1 9 8 9年 3月 13日 , 19 5 9年 5 月 2 2 日 , 1 9 8 9年 4月 2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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