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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班组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组织单元，班组日常管理工作直接影响企业 PQCDS等绩效目标，

如何强化班组建设，提升班组管理水平成为很多企业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将班组日常管理

中涉及的制度、绩效、人员培训、作业活动、人文关怀等与六西格玛管理中 DMAIC 方法结合

起来，用六西格玛管理思维模式细化班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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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班组是企业生产组织的基础单元，是根据企业内部管理需要和劳动分工，按照工艺管理及

产品经营的要求所划分的作业单元，是企业内部从事生产运营活动和管理工作最基础的组织。

可以说班组工作是企业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归属点，是企业管理的基石和效益的根本保证。班

组工作的好坏，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现阶段班组工作管理模式 

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大量工作需要依靠班组去组织、指挥、控制、协调和落实，班组

是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班组面对组内每一个成员，把任务分配到人，考核到

人，落实到人，是企业生产运营中最细的层次。 

现阶段班组工作管理重点一般放在培训、监督、考核三个方面，培训是为了提高组员素养、

增强技能、丰富知识储备。监督主要是对照标准，规范组员日常行为。考核主要采用系统的方

法对组员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效果进行测量和评价。但因为缺少必要的量化数据分析和方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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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组管理的难题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一、员工未来规划不明确，导致工作缺

乏干劲。二、制度不落地，执行不到位，组员缺乏规范意识。三、考核制度不透明，工作不积

极不主动。四、班组长个人管理经验不足。五、人员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综合素质有高有低。 

二、基于六西格玛管理模式下的班组工作模式 

现代企业的发展对基层班组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增强班组团队凝聚力，提高

班组成员素质与能力，完善班组管理职能，塑造高效能班组成为众多大型企业研究的课题。而

六西格玛管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于摩托罗拉公司以来，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

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对于解决班组管理难题和提高企业绩效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方法。 

六西格玛管理具体实施模式为 DMAIC 分五个阶段实施，具体为界定、测量、分析、改进、

控制。 

一阶段：界定。明确问题，确认顾客的关键需求并识别需要改进的产品或流程，组成项目

团队，制定项目技术，确定要进行测量、分析、改进和控制的关键特性，将改进项目界定在合

理范围内。对于班组来说，内部顾客是班组成员，外部顾客是企业。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识别顾

客关键需求。问卷调查的流程和顺序要有逻辑性、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确定关键特性。顾客

（内部和外部）只有在其需求得到充分理解并获得满足后，才能感到满意和忠诚。 

采用树图（图 1）对企业和员工需求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将企业和员工需求逐步展开，

逐步细化到可以使其测量。确定企业和员工关键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可量化的要求，这些可量化

的变量可以视为过程输出 Y 的关键测量项。 

 

 

                        图 1：顾客需求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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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测量。通过对过程的测量和评估，制定期望达到的目标及绩效标准。在界定阶段

工作的基础上，因一步明确 Y 的测量，并通过收集 X 和 Y 的测量数据，定量地描述 Y。 

采用因果图（图 2）分析关键测量项进行描述，揭示关键测量项输出缺陷或问题与其潜在

原因之间的关系，对于管理类问题，经常分类方法是：人、政策、程序或者场所设施等。 

 

图 2：关键测量项输出缺陷因果图 

三阶段：分析。通过数据分析确定影响输出 Y 的关键 X,通过对过程的分析，提出对原因的初步

假设或者推测，结合收集的数据及证据对假设和推测做出进一步判断，经过不断循环分析，进

而识别出问题根源。 

针对班组管理中关键输出 Y，分析影响因素 X，找出 X 与 Y 之间的关系（图 3），进而

开展分析。 

 

图 3：输出 Y 的关键 X 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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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阶段：改进。寻找最优改进方案，优化过程输出 Y 并消除或减少关键 X 的影响，使过程的缺

陷或变异降至最低。 

（一）、员工未来规划明确。 

班组工作中设计员工技能等级升降制度和薪资浮动考核制度。例如：每月根据工作量、考勤、

工作质量等对员工进行考核打分，将员工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差四个档次，优秀占比 15%,

良好占比 60%,一般占比 25%,差占比 10%.薪资为：优秀员工工资≥1. 2*平均工资；良好员工工

资＝平均工资；一般员工工资＝0. 8*平均工资；差员工工资≤0. 5*平均工资。 

员工通过技能评定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称号，按称号级别给予每月称号补贴，

月考核连续 3 个月或者一年中 6 个月被评为优秀员工，可以晋级到上一级别称号，月考核连续

2 个月或者一年中 5 个月被评为差员工，下降到下一级别称号。 

（二）、绩效考核透明公正。 

班组绩效考核对于促进班组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班组需要根据自己单位的特点建立有效

的绩效考核办法，但重要的一点是将绩效考核建立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而不是模糊的主观评

价。例如：将考核方式分为工作量（占比 40%)、工作质量（占比 30%)、考勤（占比 30%)等方

面（图 4），全面公正的考核员工每月工作情况，量化给出打分结果，根据结果考核排序。 

 

 

图 4：员工月度绩效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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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建人性化管理。 

通过人性化管理来留住员工，例如：1、对员工平时加班进行统计，凡加班时间长，可以

奖励换休。2、凡有员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组织人员对员工或家属进行探望慰问。3、难度大

的任务，以团队进行作业，不让员工单独完成。4、每年组织班组成员参加户外郊游活动。5、

员工生日安排休假等。 

（四）、重视企业经营指标。 

每一个员工都应该重视企业经营指标，卓越的经营指标离不开卓越的员工。通过监督自查

不断的规范员工行为，打造出卓越的员工。例如在班组中成立监督检查组，建立监督检查清单

（图 5），定期检查，规范员工工作行为。检查清单要贴近工作实际，同时要具体可操作，让员

工明确工作要点。 

           

图 5：员工月度检查清单                       图 6：零件检验图表 

同时要注重员工技术创新改革，特别是在加工效率、质量、成本、交付方面的改进，对于

班组来说，可视化图表（图 6）、行迹管理、头脑风暴法等质量工具都能够很好的促进员工对现

场加工的改进。 

（五）开展多元化培训 

培训前明确为什么要培训，怎么样培训？班组每年年初根据上一年工作情况制定培训计划。

培训中要结合实际工作，最好能够在现场进行开工前培训，员工根据工作情况讲述自己操作经

验，然后由培训老师对学员加工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方法进行讲解，这种有效的互

动授课更能加深学员的印象，培训效果也更加明显。培训后利用班前会或下一次培训时间随机

抽人对上次培训内容做简单的概述，不完整的地方由其他员工进行补充，最终让大家重新温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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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培训的内容，加深记忆。 

同时要注意多面手培养，现在企业需要复合型人才，通过第二职业、第三职业等培训，培

养多面手。一旦企业那个部门任务繁重，可以调配其它部门有资质的员工协助完成任务。 

班组长的能力也是班组工作的核心部分，判断一个班组长是否有能力，主要看他能否有效

地利用自己现有的条件处理好问题，实现企业所给的经营目标。好的班组长要率先垂范，以身

作则，敢作敢当，用人用能。 

五阶段：控制。将改进结果进行固化。通过编制或修订文件来固化改进结果。常见的班组

管理制度包括：考核管理规定、绩效考核办法、监督检查规定、安全管理规章、员工工作流程、

班组建设管理规定、设备设施管理办法、班组学习制度等，这些制度让员工清楚什么是规范和

要求，有利于规范员工行为。 

三、基于六西格玛管理模式下的班组工作模式的优势 

优势：1、关注顾客。六西格玛管理强调以顾客为中心，宗旨是提高顾客满意度。一般的班组

管理更多是以任务为驱动力，没有深层次的挖掘顾客需求。 

2、以数据和事实驱动管理。六西格玛管理首先收集数据确定改进指标，依托具体可测

量的指标分析改进，最后确定改进效果并进行控制。一般的班组管理很多解决问题的决策仍

然是以主观观念和假设为基础，缺乏定量分析。 

3、采取的措施针对过程，六西格玛管理侧重点主要在于过程，针对过程进行改进，注

重过程系统化、规范化。一般班组管理更注重结果，既不利于经验传承，也缺乏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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