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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4M1E法的生产现场的模糊评价研究
胡 雷

（沈阳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159）
摘 要:本文主要对企业生产现场分析研究，通过 4M1E法调查找出影响生产现场的要素 IE与人因工程学要素，并建立生产线的解

释结构模型。然后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生产现场进行评价，找出生产现场影响要素中需要进行改善的要素，最终实现生产现场质量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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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企业的生产现场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衡

量企业综合管理素质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综合面貌、
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生产现场的管理目标在于消除“脏、乱、差”和
“跑、冒、漏、滴”的状况，进而改善车间环境、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和
生产效率，保证企业的安全生产，对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
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常见的现场管理方法与内
容主要有：（1）6s管理（2）看板管理（3）定置管理（4）目视管理等。这
些方法各有利弊，而 4M1E法，是指人（Man），机器（Machine），物料
（Material），方法（Method），环境（Environment），故合称 4M1E法。这
种方法既能够将人因工程中所涉及的环境与人机系统联系到一起，
也能与工业工程中的方法研究内容联系到一起，故采用此方法对生
产现场进行评价管理。

2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生产现场的工人、机器、物料、方法、环境五个方面建立如

图 1的评价指标体系。

图 1 生产现场指标评价图
沈阳本地某民营企业，该企业是一家专业的用传统的工艺来制

作食用油的企业，经过传统工艺制作的食用油，没有一丝一毫的化
学添加剂的存在，且具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浓厚香气，因此被许多人
所喜欢，该企业也因此而发展起来。其主要经营花生油、菜籽油、玉
米油等产品，其生产现场有诸多问题，现对其生产现场指标评价进
行设计问卷并进行调研。

采用 AHP法，构建判断矩阵。AHP法能够将模糊的对比结果
进行定量化的描述，这个过程有相应的标度。采用“1-9”比例标度，
对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赋值。通过调查问卷与专家调研的方法得到
判断矩阵表 1

表 1 判断矩阵 A-C数值

对于表 1的判断矩阵，算出 姿m=5.10。
进行一致性检验，CI=（5.10-5）/（5-1）=0.025，查表知 RI=1.12，CR=
0.022约0.1，因此，判断矩阵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同理可以得到判断矩
阵 C-P1，C-P2，C-P3，C-P4，C-P5；对于 C-P1的判断矩阵，算出
姿m=3.006。进行一致性检验，CI=（3.006-3）/（3-1）=0.002，RI=0.58，
CR=0.0034约0.1，因此，判断矩阵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对于 C-P2的
判断矩阵，算出 姿m=3.046。进行一致性检验，CI=（3.046-3）/（3-1）=
0.023，查表知 RI=0.58，CR=0.079约0.1，因此，判断矩阵的结果具有
一致性。对于 C-P3的判断矩阵，算出 姿m=3.015。进行一致性检验，
CI=（3.015-3）/（3-1）=0.012，查表知 RI=0.58，CR=0.021约0.1，因此，
判断矩阵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对于 C-P4的判断矩阵，算出 姿m=
3.015。进行一致性检验，CI=（3.015-3）/（3-1）=0.012，查表知 RI=
0.58，CR=0.021约0.1，因此，判断矩阵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对于 C-P5
的判断矩阵，算出 姿m=2。进行一致性检验，CI=0，因此，判断矩阵的
结果具有一致性。

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可知因素权重向量如下：U 对应的因素权重向量 A =

（0.23，0.13，0.06，0.48，0.09）
Ui 对应的因素权重向量分别为 A1 =（0.54，0.16，0.30），A2=

（0.59，0.16，0.25），A3=（0.24，0.14，0.62），A4=（0.62，0.24，0.14），A5=
（0.75，0.25）

4 模糊综合评价计算
评语等级分为 5级，即 V={优秀，良好，中等，差，很差}。通过调

查、专家评价得出相关因素的隶属度见表 2。
4.1 一级指标模糊评价

表 2 人的隶属度

同理得到设备、物料、方法、环境的隶属度

B1=A1伊R1=
0.00 0.80 0.20 0.00 0.00
0.00 0.00 0.70 0.30 0.00
0.00 0.00 0.50 0.40 0.10蓸 蔀

=（0.00 0.43 0.37 0.17 0.03）同理 B2=（0.00 0.43 0.38 0.14
0.05），B3 =（0.00 0.15 0.44 0.41 0.00）B4 =（0.00 0.05 0.41 0.54
0.00），B5=（0.00 0.20 0.58 0.22 0.00）

4.2 二级指标模糊评价
得到综合矩阵 B，则系统评价矩阵 D为

D=AB=（0.23 0.13 0.06 0.48 0.09）
0.00 0.43 0.37 0.17 0.03
0.00 0.43 0.38 0.14 0.05
0.00 0.15 0.44 0.41 0.05
0.00 0.20 0.58 0.2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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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1 C2 C3 C4 C5 权重 

C1 1 2 4 1/3 3 0.23 

C2 1/2 1 2 1/4 2 0.13 

C3 1/4 1/2 1 1/6 1/2 0.06 

C4 3 4 6 1 4 0.48 

C5 1/3 1/2 2 1/4 1 0.09 

 

指标 
评语等级 

1 2 3 4 5 

作业熟练程度 0.00 0.80 0.20 0.00 0.00 

员工素质 0.00 0.00 0.70 0.30 0.00 

员工积极性 0.00 0.00 0.50 0.4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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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园园 0.21 0.41 0.37 0.01）
4.3 系统总评价
对各种等级按百分制给分，f =100 0 +90 0.21 +75 0.41 +60

0.37+50 0.01=72.35分，可知改企业生产现场处于中等位置评价水
平，尚有很大改进的余地。

5 该企业生产系统的优化
经过对该系统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以及系统总的模糊评价，现

针对性对该企业五个方面进行优化。
5.1 员工管理优化方案
针对员工不积极，不愿加班和经常迟到早退不遵守规章制度的

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方案：
5.1.1 薪酬激励
想要提高员工的积极性，那么就必须提到员工的薪酬了。该企

业员工的工资是由底薪和加班费两者组成，但是其加班费较低，且
无论加班时间多长，都没有额外奖励。因此想要提高工人积极性，就
得提高其加班费用，还有如果加班时间超过一定时间能够获得额外
奖励。

5.1.2 严厉惩罚
在处罚员工这方面，企业应该严格把控。对那些不遵守规章制

度的员工，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当然，光有处罚方式不行，还得严厉
执行。比如，一个月迟到早退次数超过 5次，且无正当理由者，理应
做开除处理。当然领导也要准时上下班，为下层工作人员做一个好
榜样。

5.2 设备管理优化方案
设备管理好坏对企业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一个好的有针对性地

优化设备管理的方案也自然而然对企业较为重要。而针对该企业如
今存在的设备摆放、设备维护和机器零件更换方面的问题，现设计
优化方案如下：
（1）将维护进行分类，大致分为三类：A类———每天维护一次，

主要清理机器内部残渣、表面灰尘、油污等；B类———机器每工作
50个小时维护一次，主要查看机器内部部件的损耗情况；C类———
每年维护一次，主要是对机器机油等进行更换。其维护具体事项可
以按下表进行（若休息则顺延，A———进行 A类维护，AB———进行 A
类维护和 B 类维护，ABC———进行 A 类维护、B 类维护和 C 类维
护）：

大概就是每天进行一次 A类维护，每五天进行一次 A类和 B
类维护，每年进行一次 A类、B类和 C类维护。
（2）全员参与。每个工人都负责一台机器，企业每年都他们给固

定的机器的维修费，若是有所超出，则需要自掏腰包，若是有所结
余，那么就归负责人所有。
（3）不定期检查。企业对机器的状态进行不定期检查，并对那些

将机器维护保养的不错的员工进行表彰，对于那些表现得差的员工
进行一定的惩罚处理。
（4）定置管理。对设备进行定置管理，即规划好每个设备的放置

位置。这样一来剥壳机与滤油机均离各自相对应的门较近，使得运
输更为便利。

5.3 物料管理优化方案
花生的品质会因花生的产地及品种的不同而不同。为了改善花

生油的品质，提高花生的出油率，提高花生油的市场竞争力，企业应
该加强对花生品质的管理，重视花生原料品种的选择。目前企业几
乎每天进行花生油生产都需要消耗 8吨左右的花生原料，这对专业
的花生原料供应商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客户，因此企业可以选择专业
的花生原料供应商来进行合作。而且其提供的花生原料质量有保
证，不会出现像市场上那样，花生品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因此可以使
得花生油的品质较为稳定以及能够在提高花生出油率的同时稳定
其出油率。此外他们往往货源充足且对客户的紧急需求响应较快，
因此企业可以根据每月的订单需求和生产计划确定合理的订货批
量，减少企业的花生原料库存空间占用和资金占用。

6 结束语
通过 4M1E鱼骨法，建立了生产现场的模糊综合评价体系，这

种评价方法，通过对人机料法环五个要素，把人因工程的环境分析
与工业工程的方法研究结合到一起，在对企业现场做出模糊评价
后，便于针对性的改善，对于生产现场的优化改善，提供了另一个角
度的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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