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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益管理理念是提高当前国有企业综合管理质量、管理效率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本文从

精益管理的概念入手,探讨关于官僚化、信息孤岛,以及市场适应性和创新能力的不足等国企存在的问

题。基于此提出实施精益管理的策略,探讨流程优化、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的作用,并对精益理念融入日

常管理实践的方法进行详细阐述。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挑战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分析,帮助国企实现持

续发展贡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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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ea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urr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oncept of lean management and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ch as 

bureaucracy, information silos, and insufficient market adaptabil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is, 

propose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lean management, explore the roles of process optimization, cost control, 

and quality management, and provid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lean concepts into 

daily management practices. Reasonably predict and analyz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to help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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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有企业同时

面临着来源于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内部管理效率和效益的提升需

求等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国有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成为

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这就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管理

理念和方法,从而保持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精益管

理作为一种起源于制造业的管理理念,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各

行各业。其核心在于通过持续的改进活动,消除浪费,提高效率

和质量, 终实现价值 大化[1]。精益管理理念的应用在国企综

合管理中是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

径。鉴于此,本文将探讨在精益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如何有效改

进国有企业的综合管理实践。 

1 精益管理理念概述 

精益管理理念,源于制造业中的丰田生产系统,其目的是为

了创造 大的客户价值,并减少资源的浪费。它的核心在于有效

识别和满足客户需求,同时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成

本支出[2]。这一理念跨越了传统的生产和管理方法,不仅应用于

制造业,也广泛渗透到服务业、医疗、金融等多个领域,逐渐成

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指导原则。精益管理的基本原则涵盖了

价值定义、价值流程识别、流程顺畅化、客户需求响应和持续

改进等多个方面。其实施的关键在于系统地识别并消除浪费,

这些浪费可能表现为过剩生产、多余的库存、不必要的运输和

等待,以及缺乏效率的过程设计等。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精益管

理提供了一种应对内部问题的有效途径[3]。然而国企传统的管

理模式、文化惯性以及员工的抵抗心理可能成为实施精益管理

的障碍。这导致将精益管理理念有效地融入国企的日常管理实

践并非易事。 

2 国企综合管理工作的现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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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需要同时面对内在的管理

模式挑战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两种困境。虽然国企在经济发

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它们的综合管理工作却常常受到因

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产生的影响(如图1)。 

官僚化管理模
式

信息孤岛现象

市场适应性和
创新能力不足

过度依赖传统运营模式和管理思维，缺乏竞争力

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受到限制，造
成严重沟通障碍

决策过程缓慢而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市场的快速
变化

 

图1 国企综合管理面临挑战 

官僚化的管理模式导致企业的决策过程往往缓慢且效率低

下,面对市场的快速变化,企业的适应能力几乎等同于无[4]。决

策的延迟和不透明性带来的影响不仅降低企业的运营效率,而

且对于市场机遇的响应能力也相对迟钝。在这种背景下,创新和

灵活性在国企中就成为稀缺资源,使得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国企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

也造成了严重的沟通障碍,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还妨碍

了组织内部的协同和创新[5]。而且由于国企过于依赖传统的运

营模式和管理思维,在面对市场变化和新技术的挑战时,通常表

现出明显的迟缓和保守。这种状况限制了国企在新兴市场和技

术领域的竞争力,也影响了其长期可持续发展。 

这些管理上的问题对于国企的运营效率和长期发展有着直

接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包括时间、财务和人力资源等大量浪费,

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机会成本,造成国企在高度竞争行业

中会因此丧失市场领导地位和重要的市场份额。此外,国企决策

的质量和有效性也缺乏高度和水平。在有限的市场信息中,国企

决策者做出的决策大多基于不完整或落后的数据。这种决策很

难产生效果。这种明显落后的策略也容易出现内部抵抗、缺乏

协调和执行标准不一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累积 终导致了国企

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影响其长期发展。 

3 精益管理下的国企综合管理路径探讨 

精益管理理念作为一种能够引领企业更好发展的综合性指

导理念,对于当前国企管理的工作困境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为

了提高管理效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企做出的每一步决策

都是需要详细的分析和探讨,而这一过程中如何在国企中实施

精益管理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图2)。 

具体管理策
略

质量管理

成本控制

流程优化

融入日常管
理实践措施 制定激励和评价体系

构建以精益管理为核
心的企业文化

国企综合管理路径

持续学习和创新

 

图2 国企实施精益管理路径 

3.1管理策略的实施 

国企综合管理效能的提升不是在学习了精益管理理念就能

够得到有效提升的,这需要付出精力和资源来进行切身的实践

和应用,而这些策略的实施应该建立在企业的自身情况上,因此,

以下三点精益管理策略在国企管理中至关重要： 

第一点,从理论上看,精益管理的核心就是对流程进行优化,

而在实践中,国企综合管理的流程也确实显得繁琐复杂,有必要

进行流程的优化,从而提升工作效率。流程的优化可以通过简化

决策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级以及改善信息流通来实现。

结合当前的创新技术,国企可以在工作中引入如企业资源规划

(ERP)等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从而加快工作信息的处理速度,

提升决策效率。 

第二点,企业的 终目的始终是获取利益,而利益的获取不

仅是创造更多的收益,还有对于成本的控制,而国企高效管理的

关键就在于成本控制的实现。在这一点上,国企为实现更高的成

本效益可以进行一些如精细化预算管理、成本分析和控制,以及

资源优化配置等手段,具体来说,采用全面成本管理(Total 

Cost Management,TCM) 和 活动 基 础成 本 (Activity based 

costing,ABC)分析,一方面能够帮助国企管理精确识别成本驱

动因素,另一方面还能够优化企业的资源分配。 

第三点,口碑是任何企业的生存基础也是效益保障,无论是

国企还是私企,一个企业的口碑始终是需要企业重点关注并维

护的,而企业的口碑更大部分在于企业的质量管理。在精益管理

中,质量管理同样也占据重要的位置。对此,国企要想提升自身

产品和服务质量,就需要建立全面且完善的质量控制系统,而只

建立当前的质量控制系统不足以支撑国企的可持续发展,还需

要通过持续改进的方法来保障质量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靠

性。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实施和采用ISO质量管理标准和六西格

玛管理方法,能够显著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国企的质量

管理和口碑。 

3.2将精益管理融入日常管理实践 

将精益管理深入到国企中,就不能仅仅只是浮于浅层的

管理模式。需要深入贯彻精益管理理念才能更好的实施到具

体操作中,而将精益管理有效的融入日常管理实践中有如下具

体措施： 

第一点,构建以精益管理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一

个企业上下整体所共同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这一文化对企业具有凝聚、激励、协调、约束和形象塑造的作

用。而将精益管理作为国企企业文化的核心,便于国企从领导层

到基层员工更好贯彻这一理念。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如组织精

益管理研讨会和工作坊等培训、沟通和示范项目,增强员工对精

益管理的认识和实践能力。这对于提高员工对精益管理的理解

和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点,建立激励和评价体系：没有员工,企业就不能存在

和更好的发展,员工的积极性需要取决于员工对这项工作的动

机以及动机的强弱程度。员工的工作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能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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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企业能够作为一个平台实现员工自身

的价值。因此相应的激励和评价体系,能够鼓励员工更加积极

的参与精益管理活动,从内心深处树立精益管理意识。在具体

实践中,可以将精益管理成效作为员工绩效评价的一部分,提

供相应的奖励和晋升机会,通过推行这种对员工切身利益有

所提升的措施,员工对于精益管理理念的认识也会更加具有

主动性。 

第三点,持续学习和创新：持续的学习不仅是对于人来说,

任何企业都需要进行持续的学习和创新,而这也正是实现企业

精益管理的关键。在这方面,国企可以引入一些关于敏捷管理和

数字化转型策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和适

应能力。而且面对当前多变的市场环境,国企引入新的管理思想

和方法,也可以更好的应对不断增加的市场竞争压力。 

通过以上的措施和策略,国企的精益管理理念能够有效的

融入到日常管理实践中,结合管理流程的优化、成本的有效控制

和质量的持续提升等内容。国企的内部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也得

到了显著的提升,让国企的持续发展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

境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未来发展趋势和挑战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可以采用更加

精准有效的数据驱动和智能决策的协助,但是这种便捷和高质

量的工具和技术也会增加国企管理的依赖性。而这些技术通常

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因此,国企在创新改革过程中不仅需要将

有限的资源投资于新技术,更要付出相应的资源和条件培养相

关技术型人才并进行新的组织结构上的调整,确保这些技术型

人才能够更好的运用相关技术。这种转变,虽然带来了挑战,但

也为国企的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4 结束语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如果

国企缺乏快速适应和创新的能力,就会导致其无法在持续发展

过程中维持足够的稳定性。在这种背景下,国企为保持其在市场

中的竞争力,就需要持续探索如何将精益管理理念与新技术、新

市场趋势产生有效的结合。这就涉及到管理流程和操作方法的

创新,还包括对企业文化的塑造,以及如何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参

与和创新精神。而且国企不同于私企,其在追求效率和竞争力的

同时,自身还具有着履行社会责任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

重任务。这就要求国企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加强环保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文化的塑造和员工的积极参与

将是实现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国企要想让员工真正成为精益

管理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就需要努力营造一种鼓励创新、支持变

革的企业氛围。这样,国企不仅能够在市场中保持竞争力,还能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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