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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是企业对生产任务做出统筹安排，具体拟定生

产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和进度的计划，是企业经营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进行生产管理的重要依据，既是实

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组织和指导企业生产活动

有计划进行的依据。在编制生产计划时，还要考虑到生产组

织及其形式。但同时，生产计划的合理安排，也有利于改进生

产组织。

一、生产计划管理的内容及任务

生产计划管理通常是指企业对生产活动的计划、组织和

管理行为。狭义的生产计划管理是对产品的基本生产过程所

进行的控制活动，包括生产过程组织、生产能力核定、生产计

划与生产作业计划的制订执行以及生产调度工作。广义的生

产计划管理有更大的范畴，指以企业的生产系统为对象，包

括所有与产品的制造密切有关的各方面工作的管理，也就是

从原材料设备、人力、资金等的输入开始，经过生产转换系

统，直到产品输出为止的一系列管理工作。

企业生产计划的内容基本有以下几个范畴：第一，根据

生产任务和企业的生产实际，编制合理的企业生产经营计

划；第二，合理安排企业内部的人、财、物，做好综合平衡，协

调好企业生产的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第三，指导、协调各分

厂、车间、小组等具体执行计划的制订；第四，企业生产计划

的控制和反馈；第五，制定保障企业计划能够稳定施行的各

种规章及制度。

二、生产计划管理的模式

生产计划的管理主要包含四个阶段：编制计划、执行计

划、检查计划、改进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D-C-A（Plan-
Do-Check-Action）闭环管理模式[1]。

1.闭环管理模式的基础：生产计划的编制。生产计划的
编制需存在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为了达到上述两种要

求，第一，要了解企业当期生产经营状况，根据现有合同、订

单情况做出科学准确的预测。只有做出了准确的预测，才能

对计划做出有效且执行性高的改动，并更有效率地完成企业

的规定产能，使企业的竞争力与经济利益得到长远长进。第

二，需投身于基层并获得基础的实践材料，以此成为编制生

产计划的基本前提。第三，根据实际产能，了解企业总体情

况，合理调配资源，从“人、机、料、法、环、测”等几个方面着

手，统筹合理制订有效的生产计划[2]。
2.闭环管理模式的实施：生产计划的执行。生产计划的好

坏，体现在生产计划的执行力上。一份好的生产计划，体现在

操作者在生产过程中充分、高效地实施。在生产过程中，及

时、有效的沟通是企业产能的基础，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组织

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与必要存在，但是在基本的产能活动中，

各生产进程中均会出现不可预测的状况和分歧，使得生产活

动偏离原有计划。因此，我们需要切实加大生产计划的执行

力度，合理规划生产任务，以生产计划为基础，使生产活动重

回正轨，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闭环管理模式的保障：生产计划的检查。企业生产和产
能需求计划的根本均是生产计划，其他相关计划所需要依靠

的根本也同样是生产计划。所以，保证对生产计划的检查是

达到企业顺利生产的重要环节。首先，要对顾客要求的交货

期和日产量进行控制，满足顾客需求是企业生产的首要目

标；其次，企业生产能力需要和生产组织的工作总量保持相

对平衡。企业在原始资本的采购中也要遵循生产计划，因此

要充分地对市场形势进行调研并保证采购的及时和采购产

品的合格率。同时，生产计划还要检查企业重要产品物料、配

件的库存量，要保证此类配件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

4.闭环管理模式的反馈：生产计划的改进。生产计划的有
效实施，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在生产任务完成之后，要进

行充分的统计与分析工作，通过对计划的统计分析，可以总

结出其中的有利成分，找出不利因素，仔细考（下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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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4页）察，制定补充规定，使今后的计划编制工作能够
得到更好的开展。

三、生产计划管理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分析

生产计划管理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体现在资源配置、过

程控制、生产成本和企业效益等诸多方面。

1.资源配置最优化。资源的最佳配置，一是充分利用，二
是合理利用，三是有效盘活。企业大系统与各个子系统（分

厂）之间存在着纵向的联系，各个子系统（分厂）之间又存在

着广泛的横向联系。企业各项计划之间必须有效处理好各种

关系，使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各个子系统（分

厂）的作用充分发挥，有效盘活各种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

点，就会使企业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计划管理在生产经营

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协调计划上。

2. 过程控制合理化。企业计划管理的重要作用还在于，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对计划的执行实施有效且控制合理。企

业计划的过程控制不是管制，而是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

合于计划，依计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计划对行动

的指导作用。企业利用对计划实行结果的过程管理，就能找

出计划实行中出现的偏差与不合理之处，并有效地进行改

正，使企业计划得以落实，保证计划的有效性和企业经营目

标的实现。

3.生产成本最低化。由于企业的生产过程十分复杂，各
种环节和过程千头万绪，企业的计划管理应该把生产的全部

活动管起来。在企业有一定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必须与指导

性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完成指令性计划的前提

下，把企业的生产与市场联系起来，根据市场价格与供求变

化，及时地调整生产计划，保证生产与需要的结合，以得到更

多的市场收益，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发展动力，促使

企业降低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经济核算，挖掘内部潜

力，实现生产成本最低化。

4.企业效益最大化。一个科学的生产计划需要具备以下
几个特性：完美掌握和运用现阶段的资源，对外部需要有一

定的回应；切实把握效益提高的机会，完成对产能成本的降

低；有效运用当前的生产资料，尽可能地降低对生产资料的

不充分利用。通过各种科学方法的运用，充分挖掘企业潜力，

搞好企业计划的综合平衡，使企业获得最佳经济效益[3]。
生产计划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新理念，借由生产计划的编

制和实行，并利用计划管理来完成对生产活动的有效管理，

完成企业资源效用最优和生产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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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对原有建筑进行修复，对新建建筑形态和尺度进行控

制。新建筑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交流，构建文化性、整体性、原

真性的建筑色彩体系，激活村落发展[4]。
1.色彩的物理属性。延续村落建筑屋顶、外墙、门窗等的

主色调以加强其 N、GY色系、中明度、低彩度的色彩特征，可
在主色调的基础上对其色相、明度彩度的物理属性进行创

新，稍微改变色彩明暗、鲜艳程度。

2.材质。延续屯堡村落中重要的特色材料，新建建筑屋
顶与传统建筑肌理相似，采用石片堆叠，外墙材质与材料建

议采用有纹理感的石材类型为主，以呼应屯堡的石材文化，

中等明度的暖灰中带绿色、棕黄色的色彩形态也符合屯堡片

区的主色调，通过处理方式、质感变化或不同材料的拼贴来

进行变化创新。材料的合理运用可在建筑视觉层面达到场所

记忆的延续，延续色彩动态生长过程[5]。
3.色彩的构成性。延续石、木、石木结构的用色比例与施

色部位，新建建筑通过色彩的同质异构与异质同构可以对传

统界面进行再表达。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结晶，在新村建

设中注重民俗民风中的文化自信，选择性在部分墙面、管道

设备中加入乡土色彩元素，如金黄色玉米、大红色辣椒、米黄

色稻谷等，营造民俗氛围，让乡村有乡土味。

三、结语

传统村落的美是基于各村地理环境特征和人民长期生

产生活方式而逐渐形成的，千村千面才是其最应有的风貌。

本研究运用色彩语言对传统村落的色彩特征进行分类分析，

记录了屯堡这一典型传统村落的色彩基因，梳理了色彩形

态，科学地为屯堡传统建筑修复、修葺与修建提供一套数据

化方案，也为其他传统落的建设、保护与更新提供理论上的

指导，促进了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为色彩形态的延

续与传统村落的复兴做出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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