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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6Sigma的采购质量改进方法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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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管理环境下，加强采购质量管理已成为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措施。

6Sigma被引入企业采购质量管理能有效的提高顾客满意度，同时降低经营成本和周期。文章结合

6Signu管理法分析制药企业采购业务流程，定义采购缺陷，评估采购业务绩效，设定质量改进目标并提

出相应改进措施．以期提高采购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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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需求多样化使得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企业面临着缩短交货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改进服务

的压力．目前企业通过不断的加强供应链管理来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同时也降低成本⋯采购管理作为衔接企业内部

和外部供应链的关键业务，在供应链管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统计显示物流价值(采购和分销之和)在各种类型的产品和

行业中都占到了整个供应链价值的一半阻上怛J．由此可见，加强采购管理对于整个集成化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在制造

业中至少有50％以上的质量问题是由于采购缺陷引起(CroSby，Dowst)因此，采购质量对企业的最终产品质量乃至整个

企业的业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6Sigma管理法

6Sigrna最旱作为一种突破性的质量管理战略，1982年在摩托罗拉公司戒型并付诸实践，随后德州仪器公司和联信

公司在各自的制造流程全面推广6sigma质量战略．但韦尔奇的通用电气公司真正把这一高度有效的质量战略变成管理

哲学和实践6Sigma也逐渐从一种质量管理方法变成了一个高度有效的企业流程设计、改造和优化技术．1996年之前关

于6slgma质量管理，中国的质量管理界知之甚少．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企业已经引人6sigrta管理．

6Sigma的定义是根据俄国数学家P L Chebyshtv的理念形成的．根据他的计算，6Sigma在质量上表示每百万产品中

只有3 4件是次品6Sigma是一整套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这套方法就是6Sigma改进方法DMAIC和6Si唧设计方
法DFES DMAIC是指定义(Define)、测量(Measure)、分析(Analyze)、改进(Improve)、控制(Contr01)五个阶段构成的过程

改进方法．它需要对顾客需求的理解，对实施数据的规范使用、统计分析，以及对管理、改进、在发明业务流程的密切关

注口J 6Sigma的初始目标着眼于制造流程改进，而配送、市场营销和客户订单流程也需要达到6Sigma质量标准HJ，消除

组织业务流程中的缺陷”J．它应用于采购流程，着眼于揭示采购服务里每百万个机会当中有多少缺陷或失误，

2 6Sigma在采购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采购质量管理之所以难以实施。是由于服务流程的质量水平难以评估关于采购流程的硬性材料少．主观数据多，涉

及范围也比较狭窄而采购流程缺陷也难以定义，对采购质量的评价标准也难以量化．因此，整个采购业务难以评估，

6Sigma为服务质量改进提供了大量的工具和方法．这为6Sigma在采购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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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grrm在采购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方法如下：在定义阶段，辨别采购业务的核心流程，界定流程输出物和关键顾客

群，绘制采购核心流程图(如图1)和SIPOC图(如图2)在评估阶段，针对顾客需求规划并评估采购业务绩效在分析阶

段，分析过去的及当前的业绩数据并且设定明确的6SigTtm质量改进目标；通过分析来回答测量阶段形成的关键信息问

题，提出并验证可能的因果关系假设；确定过程的决定因素，通过对过去的和目前的业绩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到准确

的因果关系．在改进阶段，分析、提出和实施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方案；进行流程设计翱实施有救的新工作流程，最后，在

控制阶段，团队成员采取措施来维持改进后的质量水平，以确保长期收益．

3 6Sigma应用案例分析

XP公司是一家合资制药公司，其采购部门负责采购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生产设备以及各种辅助材料．1998年

公司引进ERP系统，每批采购数据均录人数据库，因此，具备了实施6sgrna管理的基本条件．

3．1辨别采购业务核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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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采购合
同收货

图l采购核心流程图

3 2 SIPOC图一“客户之声”

SIPOC图叉叫VOC(VOICEOFTHECUSTOMER即客户之声)，它通过定义SUPPLIER(供应商)、INPUT(输入)、

PROCESS(过程)、CUSTOMER(客户)，保证过程以客户之声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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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采购流程的SIFOC图

3．3界定真正的“顾客”并收集顾客需求

在采购业务中，主要顾客分为内部顾客和外部顾客．内部顾客包括企业内部的生产部、物料部和质量部；外部顾客指

一般消费者．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分析，可知顾客对采购部的主要需求是服务需求，如按时到货的需求，到货数量的准确

性，以及产品包装和文件的完整性．

3 4评估采购业务绩效

(1)选择评估对象根据公司2004年的购买清单统计后，可得，活性物料、包装材料、国产辅料、进口转料和半成品

(排列顺序按照全年采购金额量由大到小)为主要采购品

(2)确定绩效评估方法——缺陷评估法缺陷指有关产品或服务没有满足顾客需求的事件．缺陷机会指既然绝大多

数产品或服务都会面对多种多样的顾客需求，那么它们会有很多机会出现缺陷，或者出现的概率较高-川在采购业务流

程中，采购部负责按时、按地、按量的接受货物是采购业务的核心内容如果在采购流程的SWOC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

现问题，或者最终交货出现差错。两来满足顾客需求的事件为采购业务漉程缺陷．由此丽产生的缺陷机会主要有四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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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未能按时到贷、到货数量与合同不符、随货文件不完整或有错误以及包装破损或者不符合要求

(3)收集数据并计算DPMO

①计算每个机会中出现缺陷的概率(Defect PerOpportunity，DPO)DPO表示每个样本中缺陷个数占全部个数的比

例．下面以xP公司2004年1月采购业务为例：

70批活性物料供应中每批可能出现4个缺陷总计4个缺陷(全部为不及时到货缺路)

4个缺陷／(70批货*4个机会)=0．014DPO；商理，可计算出半成品为0 0t)5DPO，国产包装物为0 002DFO，进口

辅料／包装物为0 DPO．国产辅料为0DPo．1月平均缺陷率为：

(70*0 014+50*0 225+156*0 002+15*0+10*0)“70+50+156+15十10)=0 005DPO

②计算每百万次机会(件产品)缺陷次数(DPMO)

DPMO是6Sigma改进活动中需要用到的一个计算结果，用于标示流程中每～次机会中出现缺陷的总数，DPO乘以

1_00万等于DPMO．活性物料供应DPMO为0．005*1000000=5000DPMO．

③Sigma评估量根据6Sgima转换表可换算出5000DPMO=4．06Sigma，按照上述评估过程，可以将2004年的采购质

量水平量化为Sigma值(如表1)

表1 2004年1月采购质量统计

3．5设定改进目标

通过评估2004年采购质量水平，可知月采购质量水平(SignKa值)最高为4 06Sigma．最低为3，97Sigma如果一个过

程是2Sigma或者3Sigirla水平，那么，将其提高到4Signm水平是相对经济的但是，如果要提升到5Sigma或者6Sigma就

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复杂的工具．改进的力量和困难随着过程Sigma的提高成指数倍上升“】．此外，过高和过于困难的

6Sigma改进目标会导致组织成员自信心下降，反而抑制了组织成员工作绩效的提高．因此，改进目标设定在4 5Sigma

通过分析2004年度连续12个月采购失混统汁数据，并将数据输入Miaitab统计软件，可得帕拉图的分析结果：

数量 57 5 4 3 2

百分数 80．3 7 0 5．6 4 2 2 8

累计百分数80．3 87．3 93 0 97．2 100 0

图3采购流程“一级”缺陷帕拉图

从图3可以看出，交货出错一个失效模式占据了FI'Q问题的80％而这也恰恰是采购部收到客户投诉所反映的问

题，通过帕拉图的聚焦，6Signm改进的当务之急是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

3．6交货失误问题解决

通过对图4的分析，发现交货失误主要出现在“交货及时性”和“交货数量”两个问题上，这两个失误类型占到交货失

误数的96 5％那么，交货失误究竟出现在哪些原材料的采购当中呢?

统计数据显示交货失误主要表现在进口活性物料、进口半成品和国产包装物的采购中．下面采用缺陷比率的假设检

验确定在上述三种采购品中哪一种的交货失误现象比较严重

将XP公司2004年采购业务的不良率数据输入Mirfitab，因为同时比较不同采购比例三种采购品的不良率之间是否

有显著区别．使用不良率控制图一P图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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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采购流程“二级”缺陷帕拉固 图5 Minltab采购不良率控制图(置信度水平为95％1

1、2和3分别代表进口活性物料、国产包装物和进口半成品因为Pl进口活性物料的不良率超出置信区间，故拒绝

零假设(三种采购品的不良串无显著差别)．95％的置信度认为进口活性物料的采购对交货失误的影响与其他采购品不

同，比其他采购品影响大，其次是国产包装物对交货失误的影响较大，所以应该集中精力改进这两类采购品的采购流程．

接下来采用潜在过程失效模式评估和分析表(FMEA)来筛选因子，并定义行动措施见表2．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ailure M甜曲and Effects Analysis，简称F^厦队)．
表2潜在过程失效模式评估和分析

根据DMAIC改进模型中改进的方法，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采取不同的改进措施，全面提高采购业务的质量水平
增加顾客满意度．

4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供应链管理环境下实施采购质量管理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6Signm管理理念，利用DMAIC改进模型
和统计分析工具对XP公司的采购业务进行评估、分析并且提出一些改进措施．本文对今后企业的服务业务流程实施
6Sigrm质量改进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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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and Accurate Method of The Imag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ZHANG Jin91，GUOChun—qiu2，NIEXue3，LIWei—rnirl2

Abstract：Image segmentation is a basic and important technique in the digitaI image processing system．

Imag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is the simplest technique，based 013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object is separable

from its backgrou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aptive genetic algorithm(GA)and the OTSU algorithm into

deciding the best threshold value was discussed in detail．The corresponding approach was presented in the

use of image segmentation．Because the adaptive genetic algorithm(GA)has the superior solution ability，

it Call automatically decide the threshoId value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accurate image segmentation，but also greatly improve its speed．

Key words：Adaptive Genetic Algorithm；OTSU Algorithm；image threshold segrnentation

(上接第53页)

Purchasing Quality Improvement Based on

Six Sigma and a Case Study

WANG Jiao，YUAN Zhi—ping

(College of Management，Xi’an Jiaotc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Under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nvironment，how to improve the purchasing quality

manage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urgent problems in enterprises As an effective purchasing quality nm—

agerid method，six sigma focuses on reducing operational COSTS and cycle time while improving customers’

satisfaction．Six Sigma is applied in purcha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identify—

ing purchasing defects，evaluating purchasing performance，setting improvement goal and proposing some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 purchasing quality．

Key words：Six Sigma；supply chain management；purchasing quality management；a egk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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