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BM CONSULTING GROUP,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行业领先的服装制
造企业实施精益，
提升客户满意度

休闲运动服装制造行业运营能力的挑战

该企业与TBM的合作开始于2014年，之后逐步实施全面

的精益管理改善。TBM顾问团队经过工厂流程评估，与

客户团队共同制定全面的改善计划，进而解决企业面对的

需要不断缩短交期，提升质量，降低成本的问题。

直至2021年，TBM为该客户提供的服务已经扩展至包括

中国及美国的全部七个工厂及总部职能部门，并且从实施

精益生产延伸至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进而帮助企业

为未来的业务扩大和企业发展做好准备。

案例分析

该客户专门从事服装的开发、制
造和加工，成立于1958年。公司
自成立以来，先后与多家知名服
装及运动品牌合作，包括adidas、
Reebok，North Face，PUMA，
ARMANI，李宁和安踏等。拥有
在中国及美国的等多地七家工厂。

系统性的实施精益，建立管理体系，实现绩效改善及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
升客户满意度。

客户

主要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
是品牌客户端为了更精准地把握
市场需求，逐步扩大短交期的订
单比例，使工厂端的交期缩短压
力增大。二，技能工人的招聘难
度逐年增加，硬件自动化设备的
投入对于日常管理软实力的要求
提高。三，款式的复杂性及质量，
效率方面的要求逐年提高。

挑战

分别在各制造工厂推进快速换款
爬坡，裁缝烫的效率提升，品质
的日常化改进等改进，建立班组
层级，工厂层级的日常管理体系，
指导各层级管理者运用日常管理
的工具，将改进结合到日常管理
工作之中，建立系统化的持续提
升绩效的流程机制。

解决方案

客户质准时交货率，库存周转率
及制造周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精益深深植入到了日常生产和工
作内部，公司上上下下都渐渐形
成了一种精益的文化和习惯

在产品款式及复杂程度逐年提高
的情况下，生产效率每年提升整
体提升5%，客户索赔逐年降低，
随着工厂的制造相应能力的提升，
有力地支撑了短交期的订单比例
的扩大，同时保证准时交货率。

成果

国际服装品牌基于提升下单的准确性，压低分销链库存的

需求，在逐年提高短交期的订单比例，从而使服装制衣企

业的供应链各段的周期缩短的压力逐年提高。且随着小订

单比例的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款式转换次数导致更多的效

率损失点。这对于制衣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缩短运

作周期及快速转换的管理和改善能力提出了挑战；

随着休闲运动服装的款式的复杂程度的提升，及国际品牌

对质量标准的提高，同时来自市场端成本降低的压力，无

疑提高了制造加工的难度，基于人们传统上理解的劳动密

集型以手工操作为主的服装企业，招工难是该行业一直存

在的持久挑战，更不用说招到有一定操作技能的员工了，

不少制衣企业纷纷走上了投资自动化及智能化设备的改进

之路，但自动化的设备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将其运

行使用，要满足客户日益提高的要求，要靠企业整体人员

的能力，意识水平，以及在此支配下的企业的日常改进能

力及管理水平作为支撑，方能为企业带来效益。

对于运营管理能力提高的要求是当前竞争环境对于服装制

衣企业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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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流程改善能力

TBM指导各个制造分厂自2015年开始就快速换款开展了系列改善，从产前准备工作的标准化开始，

体现为工艺，设备，人员，物流的产前分析及准备；通过工艺分析识别操作关键点，结合关键工序

的产前培训提高员工对于新款的适应度，通过人员技能分析更合理地编排流水线站位，保证员工技

能对于新款的适合度，通过设备分析确保设备提前调试到可用状态；通过物流分析减少不必要的物

料传递和人员站位间跑动的浪费。在产前准备标准化的基础上，推进换款新款产品流水中缩短新老

款间隔时间的改善，设备按照新的流水站位布局的快速整备到位的改善，新款流水中下工序设备的

并行调整的改善，员工技能教导的方式改进等等。

快速换款的改善成果体现于新款老款在线末成品端间隔时间的缩短，相比改善前缩短60-70%，以

及新款流水时间的缩短，总提缩短30%以上。

与TBM合作改善历程

• 中高层精益意
识培训

• 业务计划，采
购，制造管理
部门实施流程
改善。

2014-2015 2015-2016
• 示范制造分
厂及仓库实
施现场精益
改善，建立
现场管理规
范。

2016-2017
• 示范制造分厂
的自主持续改
进；

• 其他两个制造
分厂在TBM
指导下分别开
展实施精益改
善

2017-2019
• 分批培养基层
管理干部提升
现场管理及改
善技能

• 指导美国阿肯
色州工厂实施
改善

2019-2021
• 指导建立新的精益
及智能化样板制造
基地，并建立精益
管理体系。

• 精益管理体系推广
到其他工厂；

• 职能部门的生产准
备流程改进

产品的制造品质方面虽然随

着模板技术的推广运用，及

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使用，一

方面降低了对员工技能水平

的要求，提高了质量的稳定

性，另一方面设备的运行也

受到其性能稳定性对于质量

和产量的影响，管理跟不上

会产生新的品质问题。故企

业在制程中的对品质问题的

日常化改进能力是提升品质

的关键。

TBM指导制造分厂在改进产前准备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品质的日常管理框架，即结合日常管理

体系中的质量管理标准，建立了裁剪，缝纫，整烫的质量量化，目视化管理指标，及班组干部

的日常工作标准化，及工厂管理者的日常巡板巡线机制，将裁，缝，烫的各自内部，及相互关

联的品质问题充分目视化并量化出来，以量化，目视化促进各层级管理者的快速解决和预判问

题的意识提升，并以日常工作标准化将预判问题的意识体现于管理者的日常检查的工作中，通

过工作标准化的执行在巡线中将潜在异常问题解决于早期的萌芽状态。

其次TBM对各层级管理者围绕质量及其他异常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提升的训练，助力于管理者

结合自身的经验和量化的数据，在品质日常管理框架下从事后救火式管理逐步转变为预防式问

题解决的管理模式。

日常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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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M是一家全球性的运营和供应链管理咨询公司，我们助您加速全价值链运营引擎，让您的企业更灵活并实现业绩增速超过竞争对手的3-5倍。

管理体系是一套集成的流程和工具, 利用这些流程和工具的日常运用是使公司战略和年度目

转化为实际的运营日常管理活动的有效保障，以及将改进融入到管理者日常工作和实现目标

的重要基础。

各分厂已在逐步建立起工厂层级的日常管理体系，包括层级会议，目视化SQDC管理及日常

巡板巡线机制，日/周/月度的管理指标回顾分析，基层管理者标准化，基于工作标准化的审

核，异常问题的快速响应等日常管理活动。将基于量化指标的日常改善体现于高/中/基层的

管理者的日常巡查，团队会议，团队针对问题解决的沟通响应，围绕指标和目标的分析与改

进，以及亲身参与的改动等点滴的日常工作之中，更是体现于每一位管理者的每一天工作的

底气与士气之中。

配合到流程改进与管理系统建立运行，同时并重于改进与管理人才的培养，TBM先后组织了

多期培养工厂基层管理干部系列培训，并于2020年起开展了系列精益培训活动，着手培养精

益骨干人才与精益领导人才。

该企业的精益之旅一直在迎接新的挑战，改进提升的脚步从未停歇，职能支持部门参与的价

值链的运作周期缩短，以及配合多品牌战略的运营能力的提升，价值链快速响应能力的提升

均是已摆在前方的课题，也是走向服装制衣企业卓越运营的契机。

• 制造周期从主体20天以上（2015年），缩短到主体7-9天（2021年）

• 劳动生产效率在产品款式复杂程度逐年提高的前提下，从整体65%-70%（2015年）
提升至85-90%（2020年）

• 客户索赔在质量标准逐年提高的环境下，降低20%以上。

• 企业规模逐年增长，客户的构成已由原主导性的单一品牌转变为多品牌的客户结构。

建立管理体系

显著的改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