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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想详细地了解佳能模式的细胞式生产系统”——这是许多人的心声。
　　本书就为了响应这种心声。
　　这一年间，访问佳能电子公司的学者超过了五百人。
近来，不仅仅是制造业，就连软件开发和服务业的公司中的许多同仁也希望能学习本公司的经营体系
，前来参观本公司。
　　看来，我和本公司的管理层通过出版物，已经广泛地传播了我们的管理风格。
随着《如果椅子和电脑消失，公司就会发展》(祥传出版社)、《企业机密信息泄露防止手册》、《最
新机密信息泄露防止手册》(均为AsCII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的面世，大家已经对佳能电子的经营秘密
充满了兴趣。
　　在过去的5年间，佳能电子销售额并没有增加，而利润却增加了10倍以上。
看过我的书的经营者希望能进一步详细地了解佳能，同样身为经营者的我当然要无保留地尽绵薄之力
。
我可不是只说说而已，除了本公司之外，我还希望您能到秩父、美里、赤城三个事业部去体验一下。
因为百闻不如一见，用自己的眼睛看不同的公司，就能从不同的经营者身上得到不同的启示。
　　我在引导人们参观车间时，会反复地向客人说：“我们公司构筑利益体系的基础是细胞式生产系
统。
”不仅仅是制造业的社长们，其他行业的经营者们也对本公司的细胞式生产系统表示了强烈的关心。
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实践着的细胞式生产系统，不仅仅是工厂的生产革新，它已经发展为全公司的结构
性改革和风气改革。
　　每当提到利用细胞式生产方式成功地对公司进行结构改革的企业，本公司的母公司佳能集团堪称
代表。
御手洗富士夫社长不仅将细胞式生产方式导入了佳能的所有车间，甚至将这种思维模式扩展到了研发
和销售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时至今日，佳能依然称得上代表日本的最杰出公司之一，这完全是御手洗社长将细胞式生产方式的长
处活用到极致，进而提高经营质量的结果。
　　作为子公司的佳能电子，以佳能的经验为典范，努力以一种适应本公司产品、组织风气、人员的
形式，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细胞式生产系统。
该系统中也包括了在佳能集团中转战过多个部门的我的一些秘诀。
对于1999年春由佳能的高级职员升任佳能电子公司社长的我来说，这些经验具有集我的事业生涯之大
成的意义。
我将佳能教会我的一切以及从御手洗社长等众多优秀经营者身上学到的一切，都倾注到佳能电子的经
营当中。
　　一言以蔽之，佳能电子的细胞式生产系统是一种以追求高效为目的，对意识进行改革的管理法。
我想在本书中传达的一点是：劳动者的意识改变了，整个公司的劳动方法改变了，公司才能无限地发
展。
　　在第一章中，通过和以往的传送带(belt conveyor)方式进行比较，尝试从不同角度，对本文的主要
内容即细胞式生产方式的特征进行说明。
　　第二章叙述了细胞式生产方式会对人们的意识产生怎样的改变以及管理层应该如何促进意识的变
革。
　　第三章和第四章以本公司的两个工厂为例，介绍了细胞式生产方式的现状。
这两章详细介绍了从1990年起，进行过多次无传送带生产实验的美里事业部的生产线以及通过意识改
革取得显著成果的秩父工厂的生产线。
　　第五章介绍了细胞式生产系统的思考模式是如何激活工厂以外的其他部门的。
　　在最后一章中，我将把细胞式生产系统用于管理，介绍组织整体的管理方法，并简要介绍我自身
实践过的一些方法以及今后要执行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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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本书能对认真摸索更高效经营方法、更高效生产方法的各位有所启示，哪怕只是一星半点，
也是我的荣幸。
　　佳能电子总裁　　酒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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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SQL Server 2005应用、开发和管理方面的技术，涉及安装和升级SQL Server
、T-SQL增强、T-SQL应用、XML数据处理、CLR集成、开发SQL Server应用程序、端点、Service
Broker、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SQL Server配置、SQL Server安全管理、数据的加密与解密、数
据备份与还原、数据库的高可用性技术、查询SQL Server对象信息、服务器性能监视等内容。
　　本书不但融合了作者在使用SQL Server 2005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常见问题和应用案例，还总结了作
者几年来在CSDN 社区SQL Server版所解决的大量问题，面向实际项目需求，涉及不同类型的应用，能
够多角度地引导读者学习相关知识。
而且针对各类问题，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解决思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不仅适
用于初学者，也适用于进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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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必须实行细胞式生产方式?　　作为传送带生产方式的接班人，细胞式生产方式在上个世
纪90年代后半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在日本的制造业得到了普及。
虽然这只是近lO年才出现的新动向，但是以细胞式生产方式为代表的“无传送带运动”的历史却很悠
久。
据我所知，类似于细胞式生产的生产方式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
当时还没有“细胞式生产”的说法，不过它也是一种废除传送带、由少数的精通多个工序的员工组装
产品的生产方式，和现在的细胞式生产方式在思路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当时也颇受关注。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产品滞销，大批量的生产带来了
大量的库存。
另一方面，新加坡等亚洲诸国的制造业非常发达，面对这些对手，日本陷入了成本大战的泥潭。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车间管理》(日刊工业新闻社)和《IE》(日本能率协会)等面向制造业的专
业杂志在专访中介绍了“小集团化生产方式”、“模块方式”等崭新的生产方式。
这些生产方式和现在的细胞式生产方式非常相似。
杂志列出了多个实验室数据成果和车间实例，介绍了在废除传送带方式以后，改由手工进行组装，生
产力是如何大幅提高的。
　　在生产线的形态方面，人们也开始尝试与直线型传送带大相径庭的U字型生产线。
　　上个世纪70年代，无传送带的生产方式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普及，不过作为制造业的组成部分，的
确已经有一些无传送带的制造生产线隆隆开动了起来。
和现在的细胞式生产方式一样，它们比传送带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更高，产品品质也更好，劳动者的积
极性也高涨了许多。
最重要的是，它最大的效果是消除了传送带时代沉积下来的“无用功”，对制造生产线进行了“减肥
”。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被细胞式生产方式所简化的制造生产线又重新被传送带所代替。
当时的背景是，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对产品的需求重新高涨。
如果大量重复地制造相同的产品，当然还是使用传送带更有效率。
所以制造业重新启用了传送带这一法宝。
　　不过，同样是传送带，与以前比较，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因为经过细胞式生产方式洗礼之后，传送带过去所沉积下来的“无用功”已经被革除了。
同样一条传送带，已经新生为一条“无用功”很少的生产线了。
　　细胞式生产方式和传送带生产方式随时代的发展而循环往复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制
造业迎来了和上个世纪70年代相似的经营环境。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品种少、产量大的生产已经不再适应低迷的需求。
再加上日本厂家已经意识到了和海外进行成本大战的危机，无传送带的生产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
线之中。
　　在这20年间，传送带又沉积了不少的“灰尘”，从而产生了彻底废除传送带、重新给制造生产线
瘦身的必要。
　　“传送带式生产线——细胞式生产线——传送带式生产线——细胞式生产线”这个循环往复的变
迁，对于工厂来说这也是必然的。
不仅仅是传送带生产方式，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走过20年道路之后，都必然沉积许多的痼疾。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引入某种生产方式超过20年，生产线上的工人就会成为生产线所塑造
的奴隶。
工人们只知道这一种生产方式，很难深入思考去挖掘根本性的问题。
这已经成为车间的一种风气。
公司在引人生产方式时，当然会冷静地判断其优、缺点。
可是如果从一进公司就以某种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的话，就无从得知引入它时的背景和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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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线的工人们全是以“传送带方式”培养出来的。
由于本身并没有参与建立传送带方式的经历，所以他们并不懂得其中的原理和原则。
因此就会产生“制造生产线本来就是传送带的天下”的臆想，就算是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很难去冷静
地思考生产效率问题。
　　此外，一直使用20年之后，生产线的无用功部分就一走会越积越多。
这就像灰尘沉积一样，对任何一种生产方式舞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尤其是传送带方式，它的重型设备很多，成本也非常高，所以无法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变革。
这也是固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
细胞式生产方式和传送带生产方式没有效率上的差别　　如果纯粹地从生产效率上进行比较，细胞式
生产方式和传送带生产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不过“尺有所短，寸有历长”。
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适当运用。
　　习惯传送带生产方式的人，只要一听说要换成细胞式生产方式，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抗拒。
最主要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放弃传送带生产方式的话，整体生产力就会下降，产品质量也会降低。
这种想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采取正确方法的话，比起传送带生产方式，细胞式生产方
式的确有可能使生产力和产品质量下降。
　　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传送带生产线是永远正确的。
执着于“离了传送带就不行”的想法也是不对的。
与之相反，也有的人认为“细胞式生产方式永远正确”，这也是错误的。
细胞式生产方式是一种难得的、适应性很强的生产方式。
可如果将它僵化为固定的模式，反而会失去原来的意味。
　　“纯粹地从生产效率上进行比较，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随机应变，灵活使用。
”我们最好能从这个角度来接受这两种生产方式。
　　1990年初，我开始担任佳能集团的生产部长。
从那时起，我就在国内的各个工厂设立项目，进行了为数众多的有关生产方式革新的实验。
其中，当然也包括无传送带的生产方式。
当时还没有“细胞式生产方式”的叫法，不过和现在的细胞式生产方式如出一辙。
　　在某条生产线上，我们把产品撤下了传送带，并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即工作台上，每个人独立
地对产品进行组装。
这一改革进行了4个月的时间。
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人员，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内展开了工作。
比起传送带时期，每个人要负责更多的工序。
　　开始，生产效率比传送带生产线要低，不过到实验结束时，生产效率比传送带方式高出30％。
实验得出结论，细胞式生产方式的效率要高出传送带方式。
　　不过，这个实验结束后，日本重新进入到了传送带的时代。
这个项目组也回归到了传送带方式，可生产效率却依然比以前提高了三成以上。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实验结果。
　　我们在惊讶的同时，很快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第一，由于受到实验的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高涨。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尝试细胞式生产方式的4个月期间，每个劳动者都精通了多个工序，所有人的技
能都有所提高。
　　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能有所提高的话，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效率之差就不会
十分明显。
　　到了细胞式生产方式的时代，传送带生产线被指责为一种适应性差、过于僵化的生产方式。
其实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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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SQL Server 2005作为新一代广泛应用的服务器，如果要充分发挥它的功力，就需要深入理解SQL
Server体系结构、所包含的各种组件及其关系。
　　邹建，作为SQL SerVer资深专家，在本书中详尽地介绍了包括SQL Server 2005开发、管理、架构、
应用和部署等很多关键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信你会茅塞　　——赵亮　土豆网副总裁　前
微软（中国）技术部高级经理　　“十年磨砺，终成一剑”，微软将SQL Server打造成了集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数据应用开发于一体的企业级数据服务平台。
该如何充分发挥SQL Server 2005内在潜力来构建稳健、安全、高效的企业级业务应用？
本书以实例方式，全面剖析了SQL Server 2005的各技术点，深人浅出、浅显易懂，有助于读者理解并
掌握SQL Server2005技术精髓，协助读者构建优秀的企业数据服务应用。
　　——聂发如　微软数据平台技术方案专家　　邹建是国内Microsoft SOL Server顶尖高手之一，也
是连续几届的微软SQL Server领域的最有价值专家，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
　　本书非常细致地讲解了SQL Server 2005在企业应用当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对于微软SQL Server 2005
企业应用来说是难得的一本好书。
　　　　——粱振　微软（中国）企业服务部技术顾问　微软最有价值专家（MVP）　　SQL Server
2005时代，微软的SQL Server将不再会被人们认为只适用于中小企业，它在大型数据库方面以及对.net
的支持方面力度非常大。
　　邹建，数据库的达人，牛人。
让我们喝杯茶，来慢慢观赏邹建为我们深入浅出地剖析SQL Server 2005的新特性。
　　——郭红俊　CSDN社区技术项目经理　微软最有价值专家（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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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中文版SQL Server 2000开发与管理应用实例》后的又一力作，从应用、开发和管理3个角度逐
步深入，全面介绍SQL Server 2005数据库技术，不但融合了资深专家数年工作实践和宝贵经验，还根
据DBA所需具备的从业素质对内容进行了布局。
　　安装和升级SQL Server，T-SQL增强，T-SQL应用，XML数据处理，CLR集成，开发SQL Server应用
程序，端点，Service Jbroker，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SQL Server配置，SQL Server安全管理，数
据的加密与解密，数据备份与还原，数据库的高可用性技术，查询SQL Server对象信息，服务器性能监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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