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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和标准化的意义

YOU IMPROVE ONLY WHAT YOU 
MEASURE！——F.TALOR

“你只能改善你所能度量！”
--F.泰勒，1899

中国老话：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资产管理的目标和范围

资产价值最大化（ROA）

资产是对组织有潜在或实际价值的物品、事务或实体

（实物资产：设备、库存、房产/地产；

无形资产：租赁物、品牌、数字媒体资产、使用权、许可证、知识产权、信用、契约）

工业企业

（设备资产）
（其他实物资产） （无形资产）



从体系的角度看：为什么需要设备管理标准？



从企业的角度看：为什么需要设备管理标准？

Why/Where
/What

便于形成主线，全面总结提炼多年来设备管理经验
与成果；

便于形成系统的思维模式指导现有工作改进；

便于对标提升，确立阶段性里程碑，了解所处的位
置；

便于进一步识别未来的推进重点和工作思路。



习近平主席：强国战略大思路

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时代背景：推动设备管理标准化的意义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推动设备管理标准化的情况

2005年，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全面生产维护委员会就开始了设备管理标准化的探索工作，
至今已有10个年头：

05版
（初版）

08版

10版

12版



编写小组研读跟踪的国外相关标准

英国BSI-PAS55
和ISO55000

德国ConMoto评价

A B

欧洲EFNMS
CEN-TC319

D
日本JIPM

C



《设备管理体系 要求》编制过程回顾

2016.07.01，北京，设备管理体系标准编写工作正式启动

2016.08.15，招远，设备管理体系 标准专家论证会

2016.09.20，无锡，标准第二稿修订

2016.12.03，广州，标准第三轮企业意见征集

2017.02.16，北京，标准报批稿最后修订

2017.06.01，招远，设备管理体系标准正式发布

编制基础：2005-2016十几年的工业企业实践案例和经验总结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设备管理体系 要求》发布

2017.06.01 山东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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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体系 要求》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拥有设备资产的组织范围内设备管理体系的原

则和总要求、方针、策划、支持、实施和运行、检查和绩效

评估、持续改进的通用方法及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拥有和使用

设备的组织，也适用于设备的制造商、供应商和运行维护服

务商。



《设备管理体系 要求》的目的

 本标准规定的设备管理体系覆盖了设备的全寿命周期，是从设备的长期经济效益最

大化出发，全面关注设备从规划、选型、设计、制造、购置、安装、验收、运行、

维修、改造、更新直至报废的全过程。组织应在设备全寿命周期的费用、绩效和风

险三方面寻求综合效果最优。

 本标准将推动组织的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工作更加系统、规范、健全和智能，是组

织既有设备管理机制和技术规范的补充完善，而不是取代。

 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组织的经营战略目标，通过提升人机系统的科学

管理和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水平，保障安全生产、实现过程规范，促进精益管理和

提质控本增效。



设备全寿命周期

试车
验收

初期
管理

设计

制造

采购 安装

规划 更新

招标 选型招标/选型
决策

调研

清扫

点检

保养

技改

润滑

生产
运行

专业维修

自主维修

合同维修

使用期管
理

前期

管理



《设备管理体系-要求》-三大原则

T/CAPE 10001-2017

T代表团体标准

CAPE是中设协的英文
简写，代表标准制订者

标准代号

标准发布年份



《设备管理体系-要求》-体系框架

PDCA闭环体现在三个层面：
1-体系的PDCA闭环；
2-实施运行的全寿命周期闭
环；
3-单模块运行的PDCA闭环



寿命周期管理的价值管理原则

保值

增值

投资

回报

效率

最大化

成本费用控制

降本

增效

时间维

资源维
空间维

功能维

现场

设施

设备

部件

零件

人工

备件

资金

材料

能源

信息

知识

经验

规划
调研

制造

设计
选型决策

招标

采购

安装

调试

运行

维护

修理

改造

报废

组织
计划

认识检查

控制

评价

反馈

实施



风险管理原则与风险矩阵



2017《设备管理体系-要求 》-目录

不仅要知道做什么，

还要知道怎么做！

一级条目（10条） 二级条目（29条） 三级条目（75条）
1　范围
2　术语和定义
3　原则和总要求 3.1　原则 3.1.1　闭环管理原则

3.1.2　全寿命周期价值管理原则
3.1.3　设备风险管理原则

3.2　总要求
4　方针
5　策划 5.1　目标

5.2　体系策划
5.3　机构和职责 5.3.1　机构建立

5.3.2　高层管理者
5.3.3　管理机制

5.4　制度文件 5.4.1　编制原则
5.4.2　范围
5.4.3　设备管理手册
5.4.4　技术规程
5.4.5　文件和记录控制

6　支持 6.1　支持重点
6.2　知识管理和教育培训 6.2.1　知识管理

6.2.2　教育培训
6.2.3　单点课

6.3　现场管理和改善活动 6.3.1　现场6S管理
6.3.2　可视化和定置化管理
6.3.3　清除六源活动
6.3.4　全员改善活动

7　实施和运行
8　检查和绩效评估 8.1　绩效监测

8.2　内部检查
8.3　管理评审 8.3.1　管理评审的组织部署

8.3.2　管理评审的输入
8.3.3　管理评审的输出
8.3.4　第三方评价

9　持续改进 9.1　纠正和预防措施
9.2　持续改进
9.3　创新与新模式
9.4　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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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示例：企业的设备管理方针

什么是方针：指导思想、遵循的工作原则



企业常用的设备管理指标类别

24

1）设备效率指标

2）设备状态指标

3）故障及停机损失指标

4）成本及维修投入水平指标

5）设备更新和节能指标

6）设备专业管理指标

7）设备维修管理水平及进步指标

8）员工技能成长指标



目标的制定与展开

D 目标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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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标评估的实施（每月、每季度、半年、年终等）

A 标准化并反映在次年的目标中

P

目标的制定
与展开

企业目标 A部门目标

B部门目标

车间1目标

车间2目标

岗位课题

岗位课题



什么是体系策划？

突出策划能力-“四关注一及时”

关注核心目标；
关注主线任务；
关注瓶颈问题；
关注亮点推广

及时激励！



设备管理文件体系金字塔

目标
方针
目标

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

作业文件 ）作业文件（指导书、标准）

管理记录

围绕着方针和目标制定管理手册；通过程序文件对手册流程规范
进行详细的说明；通过作业文件来具体指导需要细化的专业化的
操作；通过规范的管理记录来记录设备管理的过程和结果。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职责

工作程序和要求

检查与考核

持续改进

附录

（流程）

（表单）



设备技术标准/规范的类别

正确安全使用 维护保养到位 及时识别劣化 恢复突发故障

安全操作规
程

（SOP）

自
主
维
护
基
准

周

养

周
期
性
维
护
保
养

润
滑
技
术
标
准

点检标准
（机械部分）
（电气部分）

维修规范

（作业标准）
（技术标准）

（质量验收标准）



维修管理与故障管理不是一回事

设备

故障

管理

维修

管理

团队

关注指标：
 MTTR-平均维修时间；

 平均维修响应时间；

 技能水平进步情况（多技能工

比例）；

 预防性维修水平；

 维修费用占比；

 维修计划执行率；

关注指标：
 MTBF-平均故障间隔期；

 故障次数；

 故障时间；

 故障率；

 备件消耗等；

以“过程”引导“结果”

以“结果”优化“过程”



常用维修策略及其逻辑关系

设备可
靠性

计划维修
TBM

主动
维修

状态维修
CBM

事后维修
BM

（被动应对）

维修方式 描述及功能的进步

事后维修（BM） 不重要的设备，设备停机不导致严重损失。注意与紧急抢修行为的概念区别

周期性更换-TBM 关键部件有明确的损耗周期，目的是减少非计划停机，但容易产生维修过剩或维修不足

计划维修-TBM 基于以往经验、设备手册和点检信息，通过对设备定期检查，发现异常再组织维修

状态维修-CBM 监测设备，预知状态，既可避免维修过剩，又可避免维修不足。但没能根除故障。

主动维修 立足于根除故障，根本改善系统功能

周期性更换
TBM



从维修业务量与维修难易度看资源配置



通过《标准》建立检查和绩效评估机制

8.1 绩效监测

8.2

内部检查

8.3

管理评审

8.3.1 管理评审的组织部署

8.3.2 管理评审的输入

8.3.3 管理评审的输出

8.3.4 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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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推广和应用的运作机制

体系标准

中心

中国设备管
理协会

实施机构工业企业推广机构



设备管理体系标准的相关配套文件

1

2

3

4

5

体系－要求
（已发布）

标准解读
（初稿完成）

工作指南
（初稿完成）

宣传册
（已完成）

评分细则
（初稿完成）



如何把握《设备管理体系 要求》要点

 方针目标引领；

 加强体系策划；

 梳理岗位职责；

 重视人才队伍；

 弥补短板缺失；



工业企业如何部署相关工作？

明确职责分工，培训骨干人员

对照体系要求，进行推进策划

提升“支持” 版块工作

提升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实施与运行有效性

建立检查和绩效评估机制，定期跟踪

持续改进和改善，形成闭环

条件成熟，申请设备管理体系评价

对照诊断报告和评价结果，改善短板



工业企业如何申请体系评价？



体系评价-现场工作要点



含金量很高的设备管理诊断报告

 亮点；
 存在的问题；
 改善建议；
 参考案例



设备管理水平划定

“一阶”为最低荣誉，“五阶”

为最高荣誉。

越高阶，级差越小，挑战性越强；

每一阶均有很高的含金量！

1阶1阶

2阶2阶

3阶3阶

4阶4阶

5阶5阶

1阶：501-670分

2阶：671-800分

3阶：801-900分

4阶：901-970分

5阶：971-1000分

500分-平均水平线

-钻石级

-白金级

-黄金级

-白银级

-青铜级



未来努力方向：王会长提出的四点要求

第一，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标准化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探索制

定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的团体标准。

第二，要逐步完善《设备管理体系 要求》标准的相关配套文件，

例如：《标准实施工作指南》、《标准解读》及《评价细则》等

等。

第三，要积极开展标准的试点工作，在优秀企业中间先行先试。

同时产生辐射和引领作用，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实施。

第四、要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密切联系，协会团体标准制定

工作今后要逐步引入国际标准的资深专家参与，不断增强协会标

准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