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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思路和架构
系统架构自下而上分为数据集成层、平台层、应用层和访问层。其中的数据集成层融

合数据驱动器及数据采集功能，体现了智能制造系统实时的感知特点，而平台层则体现
了智能制造系统智能化的特点。在平台层内融合多类型的服务，如：授权管理、部署管
理、消息接口、绩效分析等；在应用层则首要引入即时化绩效及任务管理功能。
2、实时监控应用
在生产过程中可实时监控和交换班会，每次换班时，由管作或班长主持召开与班内员工
和交班班长的短会，主要使员工了解上一班的生产状况、公司下达的指令和考核，并收
集问题。

1、探索实现钢铁生产现场的即时化管理
该系统可以全面管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生产、人员、设备、物料、标准作业

等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意见，以便让各个团队能快速掌握这些情况，相互配合提高
生产能力，让各层管理者全面即时了解现场，进而能对现场生产进行正确分析评
估，下达精准的生产指导意见和任务。同时，此功能也是各级员工和管理者的沟
通平台，记录各个任务的进度和对生产的影响情况，确保各级生产活动有序进行
，提高生产运营的整体水平。

通过对钢铁行业内精益即时化管理系统的研究工作，初步描述了精益即时化管理在钢铁行业的应用，给出了一种普遍分析的系统方法。通过搭建精益即时化管理系统，运

用即时化绩效管理，形成了涵盖公司、部门及工作岗位三级管理层级，实现了绩效管理全面覆盖、自下而上、逐层支撑的模式。通过开发基于透明、分层、即时和融合的精

益即时化管理系统，提升现场管理效率。通过透明将现场问题由被动暴露转为主动预警；通过分层将问题分层聚焦来进行推进；通过即时将公司KPI分解到现场并实时反馈管

控；通过融合将各类系统信息融合到现场管理活动。按照成本管理的PDCA思想，实现成本可视化和精细化管理。项目实施完成后车间劳动效率提升了35%，机组产能提升

了20%，吨钢能耗下降了18%，吨钢综合污染物下降了30%、吨钢加工成本下降了16%。项目的实施，为智能化钢铁示范产线的建设和钢铁工业产业升级提供了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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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管理是在生产的基础上，将思想植入企业之中精益管理中，以消除企业管理中的不准确行为 ,杜绝任何形式的浪费在企业运营中发生，推进准确、最大化地创造社会价值，是

向管理要效益、方法最大化地创造社会价值，是向管理要效益的一种新管理念和模式。精益管理对于国有企业尤其是钢铁行业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

的推动作用。

当前，钢铁行业竞争挑战加剧，行业发展转型升级需求更加紧迫，实施精益管理则成为了钢铁行业内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BG1730冷轧是BG股份“十一五”规划项目的主体项

目，通过导入和应用精益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不断挖掘企业内在潜能，提高了企业发展竞争力。本文通过运用精益即时化手段，探索解决企业管理“最后一公里”的应用方法。

3、其它使用的方法还包括：1）实时绩效评价：在整个工厂级的管理及工厂负责人主持
的周会上，可用本系统分享上一周的工厂绩效，并评估当周工厂层级的主要问题，制定
跨部门的行动计划并改进和加强团队在五个循环流程中的参与度，将升级流程中已完成
的行动措施即时反馈给团队并进行经典案例分享。
2）运营监控：在生产和职能部门间协同及副厂长主持的厂部调度会上，所有分厂主管
和职能部门管理者讨论和判断当前升级到此级的所有问题（安全，质量，效率）等，决
定是否需要提供其它资源支持来解决问题，或加强最佳实践和规范日常行为。
3）个人任务监控：该部分功能为了支持和指导直接汇报者，使汇报者能更快地解决前
面所提出的问题，为来自于生产基层和其他持续改进项目相关的行动计划安排优先级、
平衡和调整工作量，并在需要时提供额外的资源，同时，定期评估和平衡直报汇报者的
工作量，确保汇报者即时更新工作计划和工作优先级，并可以提高和保持各支持部门的
工作效率。
4）绩效即时监控：供整个工厂级的管理及工厂负责人主持的周会，分享上一周的工厂
绩效，并评估当周工厂层级的主要问题，制定跨部门的行动计划并改进和加强团队在五
个循环流程中的参与度，将升级流程中已完成的行动措施即时反馈给团队并进行经典案
例分享。

该系统通过对比冷轧生产数据和目标，产生不同的问题点，让各层员工和管理
人员发现这些问题，并能在当天的班会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改进方案，
这些问题会指派给不同的人或支持部门，如果这些问题可以在有效时间范围进行正
确的响应，则关闭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响应则升级到下一环节，线管作需要针对这
些问题和支持部门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并下达任务和改进方案，这些问题的执行不
能有效进行，则升级至 “分厂厂长级别”，厂长不仅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也需要
亲自去现场进行检查工作，在这一层就聚集了上升的问题和厂长检查到的问题，这
些问题需要各个相关部门进行综合诊断，通过会议的方式下达新的指导任务和建议
，并每周或隔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次检查分析。大大提高了现场各类问题的响应效
率。

2、研究展望
精益管理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尽管钢铁行业内精益即时

化管理应用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客观的分析应用实现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具体表现在全员精益意识仍然不强、宣传培训针对性不强，精益即时化管理推进的广度
和深度还不够、全员改善类型和来源较为单一等等问题的存在。
精益即时化管理系统的思想在今后钢铁行业的企业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需要不断改进、完善和推精益管理，认真全面实施即时化管理，进一步营造精益即时
化氛围，实施精益改善，提升绩效控制水平，展现出精益管理在企业经营中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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