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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品开发创新管理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方法。提出了关于产品开发“无效迭代”的概念 , 并就导致无

效迭代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 , 必须建立包括评审委员会的跨部门产品开发团队、建立结构化的产品开发流程和选择

实用 IT 技术以避免或减少无效迭代 , 提高产品开发率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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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无效迭代研究

0 前言

在以快交货、高质量和低成本去争取市

场 份 额 的 市 场 竞 争 中 , 缩 短 交 货 期 , 快 速 响

应市场 , 成为了竞争的第一要素[1]。在整个产

品生命周期中 , 产品开发阶段的成本在整个

产品成本中占 80%[2]; 产品开发对产品质量

的 影 响 具 有 决 定 性 作 用 [3]; 产 品 开 发 时 间 在

整 个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中 占 有 很 大 比 重 [4], 企 业

总是试图通过产品开发获取竞争优势。20 世

纪 80 年代末 , 美国人提出了并行工程( Con-

current Engineering, CE) 的思想[5], 即集成地、

并行地设计产品及其相关过程的系统方法。

它 解 决 了 传 统 串 行 产 品 开 发 模 式 中 出 现 的

频繁变更、设计质量不高和设计周期长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 , 通过多年的研究 , 将项目管

理的思想和并行工程相结合 , 形成集成产品

开发 ( 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IPD) 体

系这一成果[6]。它扩充了并行工程的范围 , 将

产 品 开 发 看 成 一 个 战 略 过 程 , 并 把 带 有“风

险 投 资 ” 特 征 的 管 道 管 理 引 入 产 品 开 发 过

程。当前 , 协同产品开发已经引起了广泛重

视[7], 比如集成供应商进行产品开发[8]。然而 ,

Bird[9]认为“尽管协同在很广的范围上得到了

认可 , 但适合于协同的问题类型和设计协同

系统的原则还没有研究”。

整 个 产 品 开 发 过 程 实 质 就 是 一 个 产 品

实现过程的不断迭代 , 即某项活动的结果不

满足要求 , 从而导致某一活动序列的重复 [10]。

如 果 某 些 迭 代 过 程 是 在 能 够 避 免 的 情 况 下

产生的 , 笔者把这种迭代称为产品开发中的

“无效迭代”。所谓无效迭代就是指在多部门

协作的环境下 , 某一方的错误引起有关协作

方的所有努力失去意义 , 并导致一系列活动

的重复。这一系列活动的重复表现为无效迭

代损失 , 包括相关的工废、料废、时间以及引

发的协作各方的不满情绪等 , 它严重影响产

品开发的成败。因此 , 本文就摩托车产品开

发来探讨无效迭代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1 摩托车的产品开发类型及无效迭

代的产生原因

顾 客 需 求 日 趋 个 性 化 、多 样 化 , 并 且 这

种需求的变化速度正在加快 , 市场对摩托车

产 品 个 性 ( 差 异 性 、多 样 性 )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 同 时 市 场 竞 争 激 烈 , 要 求 整 车 企 业 对 市

场需求变化具有快速的响应能力 , 这对企业

的产品管理和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 摩托车产品的开发类型

为了适应市场激烈竞争 , 摩托车行业将

产品开发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这也是摩托车

企业广泛采用的产品开发策略 :

( 1) 变 形 开 发 ( Metamorphosis Develop-

ment) , 简称 M 开发 , 是指开发 新 车 时 , 只 对

车体进行了局部的改进设计。它是企业为了

满足消费者的短期需求所致。M 开发的复杂

度 低 , 无 效 迭 代 可 能 性 较 小 , 并 且 它 能 够 使

企业在短期内得到回报 , 但这类产品生命周

期短。

( 2) 变 型 开 发 ( Transfiguration Develop-

ment) , 简 称 T 开 发 , 是 指 车 体 是 新 型 的 , 发

动机是现成的或发动机作了 M 开发性质改

进的整车开发。这种开发只保留了发动机的

某些特征 , 是为满足消费者较长时期需求所

致 , 是企业根据市场现状而进行的一种产品

改良。其复杂度较高 , 产生无效迭代的可能

性较高。

( 3) 全 新 开 发 ( Design Development) , 简

称 D 开发 , 是指车体和发动机都是新型的 ;

或车体是新型的 , 发动机热机是新型的或传

动系统是新型的整车开发。它是企业根据市

场状况 , 预测顾客未来需求而开发的一种全

新产品 , 复杂度高 , 开发风险大。这种开发涉

及 多 部 门 , 甚 至 多 企 业 , 产 生 无 效 迭 代 的 可

能性也很高。然而它是企业对未来市场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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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 是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1.2 产生无效迭代的原因

迭 代 意 味 着 重 做 和 改 进 前 面 所 做 的 相

关工作。在产品开发中 , 应从战略的角度考

虑迭代问题 , 控制流程执行时间和提高设计

质量,而不应该让它随机产生而无法控制。产

生无效迭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1) 不 确 定 的 产 品 需 求 引 起 重 复 设 计 。

如在 D 开发中,若用户需求在后期才能确定,

则重复的工作不可避免,难以缩短开发周期。

( 2) 各 项 任 务 完 成 的 时 间 不 一 致 , 存 在

较 短 的 任 务 完 成 时 间 和 较 长 的 任 务 等 待 时

间。如在 T 开发中 , 发动机的 M 开发提早完

成 , 而 车 体 后 完 成 , 由 于 车 体 被 赋 予 部 分 新

的信息 , 而发动机的 M 开发必须改变它们以

前的工作。在交互或反馈的开发活动中 , 最

后 的 活 动 结 束 之 前 进 行 的 所 有 活 动 都 有 可

能被更改和重做。

( 3) 各项活动间缺乏协调导致了时间浪

费、进行了错误的工作以及不恰当的通讯。

如果 M、T 和 D 3 种开发同时进行 , 各项活动

的执行者不清楚各自需要哪些信息、信息的

格式以及由谁来产生的信息 , 因此导致产生

无效迭代。

( 4) 人力和资源(包括制造设备、工具、信

息等)的低效分布,导致了许多活动在进行时

需要等待资源。这种情形在资源受限的情况

下是不可避免的, 但可通过适当的资源约束

计划来保证关键路线上的资源。

( 5) 许多看似可行的缩短开发时间的方

法,可能引起不良效果(降低了设计师的工作

效率), 因此缩短开发周期需要一个系统的观

念 , 以提高整个开发过程效率。

摩托车的 3 种典型开发均有其独特性 ,

代表了不同消费者取向 , 企业进行这 3 种开

发都是必要的。但是 , 如何有效地管理这几

种 开 发 类 型 , 减 少 或 消 除 无 效 迭 代 , 合 理 分

配 企 业 资 源 , 并 适 时 推 出 消 费 者 需 求 的 产

品 , 是摩托车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2 避免无效迭代的措施

产生无效迭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要从

根本上解决产品开发中的无效迭代问题 , 需

要通过组织保障 、 结 构 化 的 流 程 和 适 用 IT

技术来支持产品开发活动。

2.1 建立跨部门的产品开发团队

建 立 包 括 进 行 管 理 的 产 品 评 审 委 员 会

和 具 体 执 行 产 品 开 发 过 程 的 跨 部 门 的 产 品

开发团队 , 为避免无效迭代提供组

织保障。由于摩托车产品生命周期

短 , 企业必须不断开发新产品以响

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 所以摩托车企

业 适 于 建 立 长 期 的 产 品 开 发 团 队

( 如图 1) 。

在整个团队中 , 总工程师负责

为项目经理提供资源 , 并组织产品

评审委员会对产品开发各个业务过

程 ( 阶 段 ) 进 行 评 审 和 决 策 , 确 保 开

发 过 程 中 的 每 一 步 都 是 正 确 无 误

的。

项目经理负责整个开发活动的

资源分配和协调工作 , 维护开发活

动正常运行。M、T 和 D 开发技术组负责工程

设计和工艺设计。各职能部门代表为产品开

发 过 程 中 的 有 关 活 动 提 供 支 持 , 例 如 : 市 场

代表负责向项目组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 ; 质

量 保 证 代 表 负 责 把 市 场 信 息 转 换 成 可 执 行

的准确的工程语言 ; 财务代表负责开发过程

中 各 个 活 动 的 费 用 预 算 和 提 供 相 应 的 成 本

信息 ; 外协单位代表负责提供产品开发过程

中所需的工具开发等。这种矩阵型项目组织

可 以 避 免 或 减 少 因 人 力 和 资 源 低 效 分 布 以

及 各 部 门 相 互 协 调 不 良 而 造 成 的 无 效 迭

代。

2.2 建立结构化的产品开发流程

产 品 开 发 流 程 被 分 为 6 个 阶 段 和 4 个

主要评审点 , 这些阶段和评审点由跨部门的

项目团队进行计划和管理。6 个阶段包括概

念、计划 、开 发 、验 证 、产 品 发 布 和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 每 个 阶 段 有 其 阶 段 性 的 目 标 、关 注 点

和交付成果[6]。图 2 是摩托车产品开发流程 ,

就 概 念 阶 段 而 言 , 其 目 标 是 : 确 定 是 否 需 要

进行产品开发和进行何种产品开发 , 对产品

机 会 的 总 体 吸 引 力 及 是 否 符 合 公 司 的 总 体

策略做出快速评估。主要关注点包括 : 市场

机 会 , 即 估 计 的 财 务 结 果 、成 功 的 理 由 及 风

险 ; 基于有效的假设 , 而不是详细的数据。主

要 交 付 件 包 括 : 初 步 业 务 计 划 、初 步 项 目 计

划 , 即 主 要 决 定 产 品 开 发 类 型 , 是 进 行 M、T

和 D 开发中的一种还是几种。

产 品 开 发 是 由 结 构 化 的 决 策 流 程 来 推

进的。这一流程决定要开发什么产品及如何

分配产品开发资源 , 是控制项目进度的必要

手段。通过它 , 高层领导可以提出新产品开

发项目、取消或重新制定项目的优先次序、

确 保 进 行 开 发 的 产 品 符 合 公 司 战 略 和 分 配

开发资源等。在图 2 中 , 阶段评审流程可以

看作是一个漏斗 , 在概念形成的阶段会有许

多 创 意 涌 入 ; 在 开 发 的 流 程 中 , 经 过 一 系 列

筛选决策 , 就只剩下部分项目会得到适当投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

市场 市场信息

财务 财务

物资 物资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

制造 试制

外协单位 工具开发

组织部门 部门代表 M开发

技术组

T开发

技术组

D开发

技术组

项目经理

总工程师

产品评审委员会

图 1 摩托车产品开发的项目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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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摩托车产品开发的结构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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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iteration Study in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Abstract:Innovation management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cure competition advan-

tage. A concept of “invalid-iteration”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s introduced and its caus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nvalid-iteration has huge influence on cost and course of produc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void or

reduce Invalid-iteration and increas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and efficiency, it is indispensable to establish an

across-section team including decision-making committee, form organic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oose practical information technique.

Key words:product development; invalid-iteration; structured process

资并极可能获得市场成功 ; 在开发过程的每

一阶段结束时 , 召开一个阶段评审会议 , 分

别就推进计划的执行情况、关键绩效度量、

预期的产品成本、收益和生命周期成本、开

发 方 案 预 期 和 投 入 时 间 表 和 重 要 的 市 场 状

况 、竞 争 态 势 及 行 业 信 息 等 进 行 评 审 , 为 项

目 确 定 方 向 : 是 继 续 , 是 取 消 , 或 是 变 更 方

向? 结构化的评审决策流程对每阶段的“输

出”和“输 入 ”进 行 评 审 , 能 够 有 效 地 控 制 进

度和把握产品开发方向 , 减少时间和资源浪

费 , 避免无效迭代。

2.3 实用 IT 技术

现代企业中 ,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 CAx 应

用 技 术 的 广 泛 应 用 , 生 产 效 率 得 以 大 幅 提

高。同时 , 产品信息呈现出爆炸似的的增长 ,

并产生了新的问题。不同部门都在应用不同

的 CAx 系统 , 这些系统产生的产品信息缺乏

很好的互换性 , 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另

外 , 有用的信息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 ,

难以查询。所以产品信息的管理成为进一步

改进管理绩效的关键。产品数据管理 ( prod-

uct data management, PDM) 用 于 管 理 与 产 品

相关的所有信息( 包括部件信息、结构配置、

文 件 CAD 文 档 、审 批 信 息 等 ) 和 所 有 过 程 ,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PDM 的主要作用就

是作为各种计算机应用系统集成框架 , 实现

对产品数据的管理 , 以达到对整个产品实现

过程进行控制的目的。它是为企业提供最大

限 度 地 利 用 企 业 的 人 力 资 源 和 信 息 资 源 的

强大工具。

PDM 具有支持产品定义过程、工程设计

和 变 更 、辅 助 设 计 与 可 制 造 性 设 计 、管 理 零

部 件 和 供 应 商 以 及 销 售 支 持 和 维 修 服 务 等

作用。它是整个企业产品开发的驱动器 , 使

企业实现下述目标 : ①方便地查找和共享分

布式环境下的产品信息 , 实行并行工程 ; ②

实现设计工程和制造工程的跟踪和报告 ; ③

实现工程设计和制造系统的高度集成 ; ④有

效地利用各种工程标准 , 确保产品开发顺利

进 行 , 有 效 缩 短 产 品 投 放 时 间 ; ⑤产 品 信 息

全 部 数 字 化 , 有 序 存 储 于 数 据 库 中 , 便 于 全

面质量管理。总之 ,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 , 通过

PDM 实现对所有产品数据信息与 过 程 的 管

理 , 以 减 少 设 计 过 程 中 不 必 要 的 返 工 , 减 少

或避免无效迭代 , 力争产品设计开发一次成

功。

3 结论

产品开发中存在无效迭代现象 , 减少或

避 免 无 效 迭 代 对 产 品 开 发 项 目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建立包括进行管理的产品评审委员会和

具 体 执 行 产 品 开 发 过 程 的 跨 部 门 产 品 开 发

团队 , 为产品开发避免无效迭代提供了组织

和资源保障 ; 建立结构化的产品开发流程 ,

适时监控产品开发进度和方向 ; 通 过 PDM

实 现 对 产 品 开 发 过 程 中 的 产 品 信 息 和 过 程

的有效管理 , 从而在组织、流程和 IT 技术上

确保产品开发避免或较少无效迭代 , 提高产

品开发率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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