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制复制复制复制““““海量标准化海量标准化海量标准化海量标准化”””” 

 

“制造业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就简单。”康明斯公司东亚区的 IT经理邓志超如是说。 

邓论述的是一个海量标准化复制的命题：一种商品，单件完全仿得一模一样可以能够

依靠单兵技艺，可要精确地复制几十万台就是一个系统问题，“制造背后需要有极为稳定的

标准和工艺水平，但这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 

邓志超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丰田“TPS(丰田生产系统)”的赞美。“除了不在同一个地方，

丰田可以做到所有工艺流程、位置摆放一模一样。它的生产线说停线就停线，任何一个人都

可以让生产线停掉，然后大家会聚到一块儿解决问题。”用邓志超的话说，这是“贯穿在骨

子里的一种制造文化”。 

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柴油机制造商和领先的电力系统提供商，康明斯同样需要这种文

化。2007 年，康明斯在全球实现了 130 亿美元的销售额，换言之，必须保证下线的 89万台

发动机性能卓越。没有人会怀疑康明斯的研发能力，但是产品从实验室里搬到生产线进行大

规模复制往往不是一回事，“你能造出车来满足五星级的碰撞测试，可是不是每辆车都能做

到呢？” 

要知道，发动机需要组合的零件超过 400多个，以康明斯投资的北京福田康明斯为例，

作为现在全球单品发动机产量最大的公司，满产预计可以达到 40万台。换言之，满产状态

下北京福田康明斯需要把超过 1.6亿个零件以正确的方式，放到正确的位置。 

    而在生产线上，许多因素都有别于变量可控的实验环境。比如，机器设备都是“有脾气”

的——设备未必处于合适的工作状态，而员工却可能未按规定对设备进行维护，即使进行了

维护，还必须劳心去求证：操作是否遵守了规程？如何去标准化生产的每一步流程，管控到

每个零部件？现在，“精益制造”的命题，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信息化寻找到部分答案。 

 

计划的计划的计划的计划的““““灵魂灵魂灵魂灵魂”””” 

用邓志超的话来说，“制造业在尽己所能，把能够量化的东西量化。”制造流程的管理

是非常需要耐心与细心的。仅仅以设备维护为例，一个作业“工单”涉及好几个层面的项目，

至少包括：多少时间做一次维护，每次需要哪些工具，需要做哪些步骤，每一个步骤耗费多

少时间——要知道，在一条流水线上，可能设备每一分钟的停顿，整条生产线都要奉陪到底。 

在过去，这类工单的准确完成，相当程度上依赖维护人员的自律与个人技能，监督也

起到部分作用，比如维修人员操作的时候，旁边安排一位监工，监控、记录每一个步骤，甚

至可以再安排一位主管来管理监工。不过，管理越琐碎精细，整个监控成本也相应水涨船高，

企业不得不在管理细致程度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对于康明斯这样的制造企业而言，制造流程的顺畅是根本大计，一旦设备的连续运转

性无从满足，可能影响整个交货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名誉上，这种代价都不是企业愿意承

受的。 

为了解决制造流程顺畅问题，康明斯采用了IBM研发的资产管理（EAM）系统Maximo，

聘请了北京恒信启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实施团队。丰田的制造系统就曾被麻省理

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归纳为，“以连续改进和生产过程不出现任何浪费为中心，包括糟糕的设

备可靠性和宕机时间。”因此，尽可能增大主动维修的比例，预先对设备进行诊断，排除潜

在威胁，尽量减少临时报修，就好比“司机开汽车，跑了一定里程需要进行一次保养，免得

中途抛锚”。 

如今，康明斯可以实现利用Maximo这种计划性。可以通过系统，预设维护的频率、器



具、步骤以及标准作业时间，维修工接到工单后，必须完成规定动作，才能回来关掉工单，

而系统会自动记录维修工的操作，形成数据，以此作为考核的依据。由于Maximo同时管理

着备件数据库，一旦维护的器材出现短缺或者低于安全库存，就会自动提示采购审批的部门，

比如“某某规格的刀具短缺，需要再购买10个”之类。 

到了一定时间段，系统还会自动触发工单，产生标准作业计划，并通过E-mail、手机短

信等手段发送到审批人，由他审批工单并安排人手以及物资保障。在邓志超眼里，系统的这

种计划功能堪称为“最核心的灵魂”。 

而从北美的发展趋势来看，实际上 EAM管理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固定资产、设备，还

包括交通工具、IT资产等。比如，如今，康明斯不仅实现了资产购置、安装、变更、维修、

折旧、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而且除了直接材料外，将所有间接的材料耗费（比如办公用

品、模具、量具等）与采购的服务都纳入了系统，并且实现了与 ERP 系统的对接，提供了

通过周转率分析、慢库存统计等多种指标分析手段，实现了库存的优化、提高了物资的使用

效率。 

“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其生命周期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哪个部门，使用者是谁，到

什么年限，折旧了多少，一系列的指标都可以从系统里面得到。”邓说。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路线图路线图路线图路线图”””” 

    不过作为全美财富五百强，康明斯需要运营地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这些设备，而是在全球

上万台服务器，几万个桌面用户。如果不同区域市场的子公司的 EAM，各自为政，没有统

一明晰的规划，标准化的推行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康明斯需要让全球 IT架构同样是“标准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比如，下属子

公司只能使用基于 JAVA 的应用系统，数据库的版本更新由总部统一发布，信息化的每一

步都要服从于全球信息化的统一“路线图”。 

“路线图”的确立需要分析不同系统的特点，再综合供应商的类型、客户类型，以此

来决定系统取舍，最后利用一个基于 Internet的应用，让所有的供应商和客户能够看到各自

在整条供应链上的情况。从数据管理、PDM开始，到 ERP、EAM、生产执行系统直至形成

整条供应链，采用的都是架构安全小组认定的技术和系统，各子公司“亦步亦趋”。 

以Maximo为例，早在 5年前，康明斯就选定了MRO（后为 IBM收购）的该款产品进

行资产管理。2004年，邓志超与同事在中国 4个合资公司实施的时候，“不需要界定要用什

么东西，只需要界定我们与厂商如何合作，以及实施团队的能力。” 

据邓志超介绍，项目推进需要“三堂会审”：首先组成决策委员会，其成员除了项目经

理之外，主要是各部门的首脑，“他们不会直接做事，而是制定一个方向，明确对系统的要

求，而后会去留心系统开发的进展”；随后，各部门内的“关键用户”提出业务需求，并提

供数据元素，比如“标准作业系统够不够细，有没有设定时间频率”等等；最后才融合项目

顾问技能和支持，进行系统的业务整合。 

“没有人会投资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在康明斯，IT项目的投资分析非常缜密，绝非 “一

拍脑袋”。 项目人员必须罗列所谓“内部的财务分析表”，用数据说明可行性。例如，凭空

讲“提高生产效率 10%”这样的表述是过不了决策委员会的，必须尽可能找到可量化的经

济指标，比如计量一个工位上的安装与维护可节约的时间，参考该工位单位时间的薪酬标准，

再乘以同类员工数量，就能计算投资回报率。据邓志超透露，康明斯内部对于项目投资回报

率有一定的要求，项目实施前后效果无法衡量或者达不到标准都不会被批准。 

    在康明斯，IT项目操作首先必须定义目标值，EAM是管到 1支笔还是管到 1打笔？维

修时间能缩短 5%还是 6%？一个目标 KPI，辐射出来的数据往往是数百个。例如，为衡量节

约的时间，可能需要采集同样工位上的数百个生产数字，综合得到一个 KPI。“任何一个 KPI



在展开的时候，都是一个庞大的集合，如果管理流程本身没有精细到这个程度，就不可能得

到精细的目标数据。”邓志超说。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决策委员会时时刻刻继续审核项目

的进展。 

    康明斯在全球的工厂多为控股，唯独在中国是50%对50%的股权比例，因此康明斯的全

球标准“不可能我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比如，中方合作伙伴出于经济性等方面考虑，

未必全盘接受母公司所有信息系统。除了特别重视借助恒信启华等本土化咨询服务团队外，

康明斯特别重视因势利导。先从合资企业中的少数几家推行Maximo系统，原因正是“引入

Maximo的是全球发动机事业部最开始做的，因此在中国也先从发动机制造部门开始。这样

业界领先的资产管理系统,相信更多的中国管理层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认识到它的价值,从而

加以应用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