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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concept of root cause analysi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enterpris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plan	management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root	cause	analysis	further	applied	to	the	military	enterpris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plan management, from the military enterpris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plan to find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solve, to prevent happening again. Through the practice case of a military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application from cause analysis and positioning, measur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o proces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s described in detail,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 or similar 
industries to apply the root cause analysis method in the plann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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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从根本原因分析法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管理的特点和现状，将根本原因分析法深入应用
于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管理,从影响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的多种因素中找到最根本的问题并予以解决，防止再次发生。
通过某军工研究所实践案例，详细描述了从原因分析和定位、措施制定和实施到过程监控和评估的应用全过程，为同行业
或类似行业企业在计划管理中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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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 Cause Analysis，RCA）作为一

种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方法，这种分析技术用于确定引起偏

差、缺陷或风险的根本原因 [1]，旨在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

根本原因，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预防措施，从源头上解

决问题，防止问题再次发生。将根本原因分析法引入军工企

业科研生产计划管理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

助于军工企业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本症结，制定更加有效的改

进措施，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帮助

企业建立完善的问题预防机制，保障科研生产活动的顺利进

行，增强企业在军工市场的竞争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

更加坚实的保障。

2 根本原因分析法的基本概念

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 Cause Analysis，RCA）是一种

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法，通过系统性的分析过程，逐步深入挖

掘，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其核心思想是，只有

准确识别并消除问题的根本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问题的

再次发生，实现问题的彻底解决和流程的持续改进。在根本

原因分析法的实施过程中，有多种工具可用于辅助分析，主

要有因果图， 5Why 分析法等，帮助分析人员更系统、深入

地挖掘问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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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本原因分析法的应用方法

3.1 问题识别与界定
精准识别与清晰界定问题，收集项目数据对比分析。

明确问题范围，从项目各个环节全面梳理受影响的任务和流

程。确定问题影响，评估问题对项目成本、质量和企业声誉

的多方面影响。通过全面、细致的问题识别与界定，为后续

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奠定坚实基础。

3.2 原因分析
采用鱼骨图进行原因分析，从人员、设备、材料、方法、

环境和管理六个方面入手，全面梳理可能导致问题的因素。

运用 5Why 分析法进一步深挖，通过层层追问，最终确定导

致问题的根本原因。通过综合运用鱼骨图和 5Why 分析法等

工具，全面、深入地找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为制定有效

的解决方案提供依据。

3.3 制定解决方案
针对查找出的根本原因，分为技术层面、管理层面、

人员层面等方面，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进措施，

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

3.4 实施与监控
制定解决方案后，按计划实施方案，对实施过程全程

监控，及时调整优化。对实施的效果跟踪评估，定期检查进

展，确认问题是否得到解决，通过数据分析和实际情况评估

效果。总结经验，优化流程，防止问题再次发生，并将改进

措施固化为标准管理流程。

4 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管理的简要分析

4.1 特点
军工型号研制开发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技

术含量较高、承担风险较大、消耗资源费用大、研制周期较

长等特点 [2]。军工对科研项目的生产计划进行管理，保证运

用质量最优的生产计划，进行科学合理的生产流程 [3]。军工

企业科研生产计划管理具有多种独特的特点，一是重要性，

目标满足国防建设需求，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二是复杂性

和多样性，研制生产任务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

三是特殊性，军工产品的研制生产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制度以及军方的严格监管，四是不确定性，包括技术发展的

不确定性、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4.2 主要内容
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管理涵盖项目规划、进度安排、

资源分配、质量控制等多项关键内容。项目规划根据军事战

略、军队需求以及企业战略，制定长期和短期科研生产项目

规划。进度安排根据规划，将项目分解为多个阶段和任务，

明确每个阶段和任务的开始时间、完成时间以及里程碑节点，

并对进度偏差进行分析和调整。资源分配包括合理配置人力、

物力、财力等资源，合理安排设备、设施、原材料的采购、

调配和使用，制定科学的预算计划，合理分配项目经费。质

量控制从原材料采购、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到试验检测等各

个环节，严格执行质量标准和规范，加强质量检验和监督。

4.3 现状分析
在组织架构方面，多数军工企业采用层级式的组织结

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管理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但也存在

信息传递效率低、部门之间协同困难等问题，对计划执行产

生较大的影响。

在计划制定与执行方面，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制定

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计划执行由于受到

技术、物资、人员等多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进度延

误、成本超支等问题。

在资源管理方面，军工企业形成了人力、物力、财力

等资源的管理体系，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关键岗位人员短

缺，而非关键岗位人员冗余；面临突发任务时，往往无法满

足物资需求；预算编制不够精准，造成经费超支或结余过多。

5 根本原因分析法在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
管理中的实践

5.1 实践背景
某军工研究所是从事装备研发、研制和生产的专业研

究所，近年来，随着军方对装备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和订单

数量的增加，研究所的科研生产任务日益繁重。研究所承担

了某新型装备研制生产任务，原定研制周期为 2 年，产品定

型后 1 年内完成首批产品交付，但在该项任务推进过程中，

研究所遇到了进度严重延误的问题。

该新型装备在研制阶段，多个关键技术指标未能达到

预期，导致进度严重滞后，比原计划延误了 6 个月。在生产

阶段，部分关键组件质量问题频发，造成返工、停工，直接

影响正常生产进度。因多型产品并行生产，相关试验设施资

源紧张无法满足使用，致使产品不能按原计划按时出厂。研

制团队骨干技术人员加班现象严重，仍不能保证产品研制的

正常进度。

5.2 根本原因分析过程
针对该新型装备研制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研究所成立

了由所级专家组、项目主管部门以及研制部门、生产部门、

物资配套部门、质量管理部门的骨干人员组成的根本原因分

析小组，运用鱼骨图和 5Why 分析法等工具进行深入分析。

5.2.1 识别定位各方面问题
运用鱼骨图从人员、设备、材料、方法、环境和管理

六个方面梳理可能的原因。在人员方面，部分关键技术岗位

人员短缺，新入职员工缺乏经验。在设备方面，研制新型产

品需要的高精度仪器仪表需要外购，未能及时到位。在材料

方面，长周期组件需要定制，研制周期不确定，且质量难以

控制。在方法方面，新型产品需要使用特殊工艺，还在摸索

过程中，关键技术储备不足，出现较多指标未能满足任务书

要求，需要集智攻关。在环境方面，军方对产品检验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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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发生变化，需要相应调整产品检验验收流程。在管理方

面，多型产品同时研制生产，原有的单项目管理串行运行模

式已不能适应紧张的交付节点要求。

5.2.2 深入分析根本原因
在识别定位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通过 5Why 分析法进

一步深挖根本原因。以部分关键组件质量问题频发为例，进

行如下追问：为什么关键组件质量问题频发？因为组件为定

制产品且要求交付的周期过短，供应商研制生产能力不足。

为什么供应商研制生产能力不足？因为供应商在承接订单

时，对自身研制生产能力评估不准确，盲目接单。为什么对

自身研制生产能力评估不准确？因为供应商缺乏科学的研

制生产能力评估体系和方法。为什么供应商缺乏科学的研制

生产能力评估体系和方法？因为在选择供应商时，对供应商

的资质审查和管理不够严格，对供应商研制生产能力评估体

系未有效监管。通过这样层层追问，最终确定对供应商的资

质审查和管理不够严格是导致部分关键组件质量问题频发

的根本原因之一。

经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找出了导致该新型装备交付延

迟问题的多个根本原因，包括前沿技术储备不充分、项目管

理模式不适应、基础能力建设不配套、供应商审查监管不到

位、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等。这些根本原因相互关联、相互

影响，共同导致了项目进度延误。

5.3 制定解决方案有序实施
研究所针对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找出的多个问题和根

本原因制定了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应对措施，明确相关责

任人和时间节点，严格按照方案要求有计划地实施。

针对前沿技术储备不充分的问题，研究所加大了技术

研发投入，引进了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与高校、

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成立专

门的技术研发小组，由资深技术专家担任组长，负责统筹协

调技术研发工作。明确技术研发小组在 3 个月内制定详细的

技术攻关方案，并在 6 个月内取得关键技术指标突破。在技

术研发过程中，加强对研发进度和质量的监控，确保技术研

发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

针对项目管理模式不适应的问题，设立了项目管理办

公室，负责制定完善的项目管理流程手册，要求项目管理办

公室在 1 个月内完成手册的制定，并在后续项目执行过程中

持续优化和完善。项目管理办公室监督项目管理流程的执行

情况，定期对项目进度、质量和成本进行评估和监控。同时，

加强项目团队成员的培训，提高成员的项目管理意识和能

力，确保项目管理流程得到有效执行。

针对基础能力建设不配套的问题，研究所结合技术改

造专项工作，开展能力提升策划，建设满足新型装备试验要

求及规划发展要求的先进环境试验室，引入生产制造设备和

高配置专业测试仪表，快速、稳步提高研究所的试验、生产

基础能力。要求技术改造办公室在 1 个月内完成策划方案，

3 个月内完成设备、仪表的到位，1 年内建成试验室，逐步

降低项目研制生产中基础设施、设备短缺造成的影响。

针对供应商审查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研究所对原有的

供应商评估和选择标准体系进行改进，加强对供应商的生产

能力、产品质量、交货期、信誉等方面的综合评估，选择真

正的优质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对供应商的

日常管理和监督，定期对供应商的研制生产过程进行检查和

指导。要求物资配套部门在 2 个月内完成供应商评估和选择

标准体系的升级，加强供应商资质审查，从重事后追责向重

事前审查和事中监管转变。

针对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研究所完善原有的绩

效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指标和评价标

准，将员工的工作绩效与薪酬、晋升、奖励等挂钩，充分调

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对表现优秀的员工给予表彰

和奖励，对表现不佳的员工进行辅导和培训，对屡教不改的

员工进行相应的处罚。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在 1 个月内完成绩

效考核制度、员工奖励和晋升制度等修订，在项目后续工作

中严格执行，促进培养更多肯干能干的研制生产骨干人员。

5.4 监控过程评估效果
在解决方案实施过程中，研究所同步开展对实施过程

的监控和评估，及时调整和优化方案。从项目团队中挑选经

验丰富的成员，组成覆盖项目管理、质量管理、成本控制等

各业务领域的项目监控小组，负责对项目进度、质量、成本

等方面进行实时跟踪，统计相关数据，定期向项目管理团队

汇报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对比分析实施前后的项目数据，对

解决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解决方案实施后，该新型装备研制生产项目的进度得

到了有效控制，研发阶段提前完成关键技术攻关，生产阶段

按时完成了首批产品交付，一次验收合格率上升 10%。员

工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增强，项目管理水平

显著提升。通过本次根本原因分析法的应用，研究所成功解

决了新型装备科研生产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后续科研

生产计划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深入分析军工企业科研生产计划管理的现状和主

要问题，通过某军工研究所新型装备研制生产项目计划管理

的实际案例，详细阐述了根本原因分析法的应用全过程和实

施效果。证明了根本原因分析法能有效提升军工企业科研生

产计划管理的效能。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

性、精确性，惠及更多更广的军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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