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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造工程管理中的优化理论与方法》从生产批量与定价联合优化、生产调度优化、机器调度优
化、库存控制优化、物流路径优化、供应链协调与优化六个方面较系统地研究了制造工程管理中的优
化理论与方法。
本书的研究内容包括：允许供货延迟、库存和生产能力受限、考虑市场细分等情形下的批量与定价联
合优化问题；释放时间和加工时间受能耗约束的生产调度优化问题；维护时段可调、加工时间可变的
带预防性维护的机器调度优化问题；间歇性、连续性等多种生产策略和制造环境下的最优库存控制问
题；带时间窗约束的物流路径优化问题及其主要衍生问题；多种生产和订购模式下供应链运作决策的
协同匹配问题；最后以多家大型联合企业为背景，研究了制造工作管理中优化理论与方法应用中的有
关问题。

　　《制造工程管理中的优化理论与方法》可供相关领域研究人员阅读，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
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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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新一轮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不断推进，产业
分工有国际化的趋势，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制造业是指对采掘的自然物质资源和工农生产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再加工，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
提供生产资料，为社会提供日用消费品的社会生产制造部门。
而工业是指开采资源并对其加工，从而为社会提供商品、服务或资源的生产部门的总称。
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部分，是国家的基础性、前沿性、支柱性与战略性产业。
　　制造业是国家的命脉，其主要体现在：①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②
制造业是高技术产业化的载体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石；③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扩大出口的关
键产业；④制造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杨叔子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依赖四大物质文明支柱：材料、能源、信息和制造，并认为高度发达的制
造业对国内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对国外是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因此将制造比喻成“永远不落的太阳”。
　　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制造业的发展。
早在2001年，中国工程院就组织了25位院士和40多位专家对我国制造业的现状、作用，地位及发展趋
势和对策进行了调查研究。
调查表明，中国的制造业直接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占工业生产的4／5，为国家财政提供1／3以
上的收入，贡献出口总额的90%，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工业从业人员的90%。
国家统计局2009年公布的官方数据表明，工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7%，而制造业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例超过30%。
由此可见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如何发展制造业，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先进制造技术的概念，认为先进制造技术是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研究并改造作用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所有技术的总称，它综合了机械、电子、信
息、生物、光学、材料、能源、环保、管理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目的是获得优质、高效、低耗、清洁
的产品。
所谓先进制造技术，其实就是制造技术加信息技术加管理科学，再加上有关科学技术交融而形成的制
造技术。
汪应洛等认为先进制造模式的首要目标是获取生产的有效性，其基本原则是制造资源的集成。
可见，对各种制造技术以及人员进行有效集成，实现对资源的优化利用，同时兼顾能源、环保等人文
环境，是先进制造技术的精髓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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