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六西格玛管理-质量行动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六西格玛管理-质量行动力>>

13位ISBN编号：9787502628017

10位ISBN编号：7502628010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中国计量出版社

作者：彭娟

页数：3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六西格玛管理-质量行动力>>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六西格玛管理的产生、发展、定义、管理理念、方法论及实施路线。
特别在实施路线中侧重从管理的角度对六西格玛管理在中国企业的导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
在书中，作者系统整理出了适合当前中国本土特征的、有效的六西格玛管理导人流程和实施方案。
    本书是“质量行动力”系列图书中的一册，供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的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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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娟，工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北京艾可伦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顾问，高级工程师，全
国卓越绩效模式首批评估师，全国六西格玛推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质协六西格玛
注册黑带培训导师，清华大学卓越企业CEO（总裁）班客座教授。

    彭娟女士曾在大学任教多年，后又在我国著名IT企业联想集团工作8年，是我国最早系统地接受过六
西格玛黑带培养，又多年从事六西格玛管理研究与实践的专家之一。
近几年来，她一直从事六西格玛管理在中国企业的系统导入与实施的咨询与培训工作，曾为太钢、济
钢、正泰、胜利油田、双汇、新飞、骏化等国内一大批优秀企业进行六西格玛管理的系统导入咨询或
培训。
同时，还参与过中质协六西格玛注册黑带讲师的认证工作，以及六西格玛黑带注册考试指定辅导教材
《六西格玛管理》的编写工作（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为清华大学卓越企业CEO（总裁）
班讲授“六西格玛管理”及“企业执行力与绩效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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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应对市场变化压力的需要　1.2　国际竞争的需要　1.3　企业管理发展的需要　1.4　社会责任
的需要　1.5　企业变革的需要2　六西格玛的诞生与发展　2.1　质量管理的发展　2.2　摩托罗拉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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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inentl　5.5　控制（Control）　5.6　六西格玛改进项目案例6　六西格玛管理能给你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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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人才培养　6.4　提升组织执行力　6.5　提升个人竞争力7　六西格玛管理如何实施？
　7.1  六西格玛实施高阶流程（步骤）　7.2　不同导入方式会带来不同的收获8　让六西格玛在中国企
业成功着陆　8.1  导入准备——让企业做出正确决策　⋯⋯9　中国企业成功导入案例结束语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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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1 质量检验管理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　　20世纪初，美国的泰勒（F.W.Taylor）
提出科学管理理论，要求按照职能不同进行合理的分工，首次将检验作为一种管理职能从生产过程中
分离出来，建立了专职的质量检验制度。
这对保证产品质量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事后检验为主体”。
以此为标志，质量管理正式步入质量检验管理阶段。
质量检验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仍然是现代企业进行质量控制的有效手段之一。
这种质量检验方式，在大量生产情况下，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对不合格品的产生缺乏有效的控制。
“由于事后检验信息反馈不及时所造成的生产损失很大，故又萌发出”预防“的思想，从而导致质量
控制理论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美国贝尔（Bell）电话实验室成立两个课题研究小组：一是过程控制组，学术负责
人是休哈特（W.A.Shewhart）；另一个是产品控制组，学术负责人是道奇（H.F.Dodge）。
休哈特于二三十年代提出统计过程控制（SPC）理论并首创进行过程监控的工具——控制图，为质量
控制理论奠定了基础。
道奇与罗米格则于30年代提出抽样检验理论，它构成了质量检验理论的重要内容。
两项成果都为质量管理的进一步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2.1.2 统计质量管理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末）　　在二三十年代休哈特提出统计过程控
制（SPC）理论与道奇提出抽样检验理论之际，恰逢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经济萧条时期，所以当时这些
新理论乏人问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防工业迫切需要保证军火质量，才获得广泛应用。
由于上述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效果显著，战后逐渐风行全世界。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从单纯依靠质量检验事后把关，发展到应用统计技术在生产流程的工序之间
进行质量控制，通过控制图使在产生废品的先兆出现时，进行分析改进，从而预防不合格品的大量产
生，降低生产费用。
这种管理方式突出了质量的预防性控制与事后检验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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