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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制造业仍需持续优化生产运营战略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

在全球在全球3636个国家设有个国家设有5050家分家分

支机构支机构。。作为一家独立咨询作为一家独立咨询

机构机构，，罗兰贝格已成功运营罗兰贝格已成功运营

于全球各主要市场于全球各主要市场，，而中国而中国

是其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是其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罗兰贝格进入中国市场罗兰贝格进入中国市场 3030 余余

年以来年以来，，已为众多中外企业已为众多中外企业

提供战略提供战略、、运营及业绩管理运营及业绩管理

方面的咨询服务方面的咨询服务。。目前目前，，罗罗

兰贝格已在中国成立兰贝格已在中国成立55个办事个办事

处处，，拥有拥有360360余名咨询顾问余名咨询顾问。。

本文选自《预见2022 罗兰贝格

中国行业趋势报告》

优化生产运营战略，
提高后疫情时代运营风险抵抗力

建
议
一

与离散制造不同，钢铁、

化工、造纸、玻璃、电力等行

业流程长、关键工艺多，生产

制造过程中面临外界环境起

伏、原材料性能波动、设备性

能变化等多参数非线性耦合。

一方面，原材料控制、生产工

艺标准化和持续精益管理降低

了生产过程的波动性。另一方

面，关键生产工序仍然需要具

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调整

监控。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制

造业技术传承断代的问题，因

此部分流程制造企业已经开始

尝试采用数据和算法封装“老

师傅”的工艺逻辑及操作经

验。

罗兰贝格在成功帮助多个

流程制造客户建立精益运营体

系后，通过数据和算法封装关

键工艺，获得持续稳定的生产

表现。我们认为，建立在精益

运营基础上的关键工艺算法封

装为企业带来明显的效益提

升，是流程制造行业智能制造

升级的突破点。

2021年，从全球范围内

的海运大堵塞、行业全面缺

芯，到国内的双控管控加码

限产、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

波动，不断降低了全球制造

业的稳定性和韧性。展望

2022年，制造型企业面临的

挑战依旧，仍需要持续优化

生产运营战略，通过强化供

应链体系、优化制造网络布

局，以及持续的智能制造投

入，来夯实内力。罗兰贝格

工业团队结合对全球跨国企

业的调研和对中国企业的观

察，为制造型企业提出了以

下五大建议。

疫情爆发前，苹果运营模

式和全球供应链体系是众多制

造型企业的标杆，即企业自身

掌握品牌、研发、销售等关键

业务环节，通过外包和管理全

球供应链的模式，实现业务价

值最大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肆虐动摇了全球化供应链的

根基：原材料短缺、物流中

断、人员隔离导致正常的生产

运营难以为继，甚至影响企业

的运营现金流，进而造成财务

危机。

展望 2022 年，新冠肺炎

疫情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全球供应链恢复仍需时日，制

造型企业需要正视外部挑战的

长期性，通过构建额外的供应

链、生产能力来提升应对市场

风险的能力。

罗兰贝格认为，企业可以

考虑通过三大举措提升生产运

营韧性。首先是重新构建自

产/外购战略（Make vs Buy），

将具备供应量稳定性的产品和

高价值产品生产内部化，提升

抗风险能力。其次，以平衡供

应链稳定性和成本最优为出发

点，实现供应商多元化。第

三，适度增加资本开支，提升

原材料库存，提高内部额外的

生产能力。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

下，区域市场需求发生结构性

变化，东部与西部市场的需求

差异越发明显，制造型企业需

要根据市场的中长期变化调整

自身的生产基地和物流网络布

局 。 有 “2030 年 碳 达 峰 、

2060 年 碳 中 和 ” 的 愿 景 指

引，制造业降耗减排的任务目

标更加明确。随着政策持续明

朗，存量制造基地的减排降耗

需要加快排上议事日程，而新

增产能的投产会愈发受到能耗

指标、用水指标等广义生产要

素的严格控制。

罗兰贝格认为，制造型企

业在2022年需要改变过去被

动应对监管政策的思路，根据

市场长期变化和自身发展战略

主动调整生产制造基地网络布

局。存量生产基地在加快节能

减排改造的同时，要调整和优

化产品组合结构，压缩低附加

值和高耗能产品，提高单位能

耗产值，提高新增产能投资的

决心和定力，把握未来几年有

利的布局窗口期，实现区域产

能优化。

2021 年岁末，《“十四

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的发

布引爆市场关注。经过多年培

育发展，中国智能制造已经进

入成熟的加速发展期。全球自

动化厂商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

布局，除了加快中国本土生产

基地建设之外，还加速构建产

业生态体系，提升针对下游客

户的系统解决方案能力。国产

自动化装备、机器人等厂商在

关键零件、核心算法和解决方

案取得长足进步，产品性能实

现突破提升，国产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不断获得细分行业龙头

企业认可，实现了全面参与市

场竞争的能力。软件企业和互

联网企业深度参与智能制造，

不断丰富 PaaS 和 SaaS 产品，

提升制造型企业的IT与OT融

合能力。

展望 2022 年，智能制造

升级是制造型企业向高端制造

转型的无悔行动。一方面，生

产环节和物流搬运的智能化投

资提升了产线柔性，降低了人

工成本，带来更优的投资回

报，巩固企业在成本端的竞争

优势。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

加大关键生产技术、重点工艺

检测、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链

打通等领域的投资，紧跟高端

化、低碳化、轻量化等趋势，

以苹果公司和汽车供应链为代

表的高端客户对于产品更新迭

代、可追溯性、质量一致性的

要求。从下游行业来看，新能

源汽车、电池等汽车零部件、

医药医疗、高端通讯等下游行

业是投资热点。

工业物联网的发展和部署

使大数据在制造业的应用成为

可能。但是，如何充分挖掘大

数据的价值，是摆在企业领导

人面前的重要问题。

罗兰贝格认为，业务逻辑

和管理逻辑是企业通过大数据

组织利用数据的关键。

首先，端到端全局数据可

用性突破了以经验和局部统计

为基础的传统改进优化方法，

依靠全局化数据和算法，实现

计划全局寻优、精准高效控

制、算法自我迭代。在完成制

造过程的自动化改造后，全局

提升将成为企业效能的关键抓

手。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基

于销售订单、供应链和设备状

态等全局化数据的人工寻优可

以提升OEE （设备综合效率）

超过5%。其次，随着企业运

营模式的改变，小批量订单、

临时订单等日益复杂，要求跨

部门紧密配合，也增加了日常

运营管理体系和指标体系的复

杂度。罗兰贝格认为，企业领

导者应该积极推进组织变革以

应付运营模式的转变，同时积

极尝试数据智能(Data Intel-

ligence) 新型决策工具，实

现端到端关键业务指标的动态

展示、跟踪和管理，持续识别

企业运营提升抓手，提高企业

管理韧性。

把握政策窗口，
优化区域产能布局

建
议
二

智能制造全面渗透，
投资升级仍是制造型企业无悔行动

建
议
三

以全局数字化能力提升企业核心能
力和管理韧性

建
议
四

算法封装关键工艺是流程制造智能
升级的突破点

建
议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