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运作与管理》（课程代码：14199）课程考试大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

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按照自学考试课程命题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大纲。 

一、课程教学目的及任务：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生产与运作管理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方法。要求学生在牢固掌握传统的生产与运作基本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进一步了

解生产与运作管理学科的最新发展，了解本课程最新理论和方法。结合课程设计和企业实习，

使学生具备灵活利用本课程知识分析和解决现代制造和服务企业生产运作系统问题的实际

操作能力。 

二、课程考核要求： 

第一章 基本概念 

1.1 生产运作管理概述 

（1）了解社会组织的概念及其基本职能 

（2）理解生产概念的发展和扩展 

（3）掌握生产运作管理的目标和内容 

1.2 生产运作的分类和生产类型 

（1）了解产品生产、服务运作和生产类型的概念、分类和特征 

（2）理解不同生产运作类型的特征 

（3）掌握提高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类型效率的途径 

1.3 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和发展 

（1）了解生产运作管理的历史 

（2）理解生产运作管理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需求预测 

2.1 预测 

（1）了解预测和预测分类的概念及类别 

（2）理解影响需求预测的因素、预测的一般步骤 

（3）掌握预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2 定性预测方法 

（1）了解定性预测方法的概念和使用步骤 

（2）理解各类定性预测方法的优缺点 

2.3 定量预测方法 

（1）了解并掌握时间序列的构成 



2.4 预测误差与监控 

（1）了解并掌握预测精度测量的概念和基本方法 

 

第三章 产品开发和技术选择 

3.1 引言 

（1）了解 21世纪企业产品/服务设计的背景特征 

（2）理解新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性 

（3）掌握现代企业的研究与开发 

3.2 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 

（1）了解产品构思过程的概念与步骤 

（2）理解结构设计过程的概念与步骤 

（3）掌握工艺设计过程的概念与步骤 

（4）掌握产品设计的原则和绩效评价 

3.3 生产流程设计与选择 

（1）了解生产流程分类的概念与分类 

（2）了解产品—生产流程矩阵的概念 

（3）理解影响生产流程设计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 生产和服务设施选址 

4.1 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1）了解并理解选址的重要性和难度  

4.2 影响选址的因素和选址的一般步骤 

（1）了解影响选址的因素 

（2）理解选址的一般步骤 

（3）掌握服务设施选址的特点 

4.3 选址的评价方法 

（1）了解选址问题的特点 

（2）理解常见评价选址决策方法的基本概念 

（3）掌握因素评分法和重心法的计算方法 

第五章 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 

5.1 设备/设施布置决策 

（1）了解影响企业生产单位构成的基本因素 



（2）理解生产单位专业化的原则和形式 

（3）理解影响生产和服务设施布置决策的因素 

（4）掌握几种典型布置形式 

5.2 设施布置决策的定量分析 

（1）了解设施布置定量方法的基本概念 

（2）理解作业相关图的符号表示 

5.3 装配线平衡 

（1）了解装配线时间平衡的必要性 

（2）理解装配线（流水线）节拍的概念 

 

第六章 综合生产计划 

6.1 概述 

（1）了解企业计划和生产计划的概念及其层次划分 

（2）理解制定计划的一般步骤及滚动式计划方法 

6.2 能力计划 

（1）了解生产能力和负荷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 

（2）理解生产能力计划的内涵和核算方法 

（3）掌握服务能力计划的定义 

6.3 处理非均衡需求的策略 

（1）了解调节需求的办法 

（2）了解调节产能的办法 

6.4 生产大纲的制定 

（1）了解生产大纲的制定过程 

（2）理解生产大纲编制方法的概念 

（3）理解服务业综合计划的特点 

6.5 产品生产计划的编制 

（1）了解生产大纲和产品生产计划的异同 

（2）理解备货型生产企业产品生产计划的制定流程 

（3）理解订货型生产企业产品生产计划的制定步骤 

 

第七章 独立需求库存控制 

7.1 库存 

（1）了解物料流和库存的定义 



（2）理解库存的作用 

（3）掌握库存问题的分类和库存控制系统 

7.2 库存问题的基本模型 

（1）了解多周期库存基本模型的定义 

（2）掌握经济订货批量模型、经济生产批量模型和价格折扣模型的计算方法 

7.3 随机型库存问题 

（1）了解随机型库存问题的基本概念与假设条件 

 

第八章 物料需求计划与企业资源计划 

8.1 MRP 的原理 

（1）了解 MRP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 

（2）理解围绕物料转化组织准时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掌握订货点方法在处理相关需求时的局限性 

8.2 MRP 系统 

（1）了解 MRP在生产经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2）理解 MRP的输入、输出和处理过程 

8.3 MRP II 

（1）了解从 MRP 到 MRP II的转变阶段 

（2）理解 MRP II 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统一价值 

8.4 MRP 系统设计决策及应用中的技术问题 

（1）了解主要设计决策设计的概念 

8.5 企业资源计划 

（1）了解企业资源计划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第九章 制造业作业计划与控制 

9.1 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1）了解作业计划和排序问题的定义 

（2）理解排序问题的假设条件、符号说明、常见类别和表示方法 

9.2 流水作业排序问题 

（1）理解流水作业、排列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 

（2）掌握最长流程时间 Fmax的计算 



（3）掌握 n/2/F/Fmax问题的最优算法 

（4）掌握相同零件、不同移动方式下加工周期的计算方法 

9.3 生产作业控制 

（1）了解实行生产作业控制的原因和条件 

（2）理解不同生产类型生产控制的特点 

 

 

第十章 服务业作业计划 

10.1 服务业作业计划的特点 

（1）了解服务交付系统、服务特征矩阵的基本概念 

（2）理解顾客参与问题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10.2 排队管理 

（1）了解排队系统设计的目标和排队系统的描述 

10.3 排队模型 

（1）了解排队模型的基本概念和符号定义 

（2）掌握 M/M/1 模型的计算方式 

 

第十一章 供应链管理 

11.1 供应链管理思想的提出 

（1）了解供应链管理思想的产生 

（2）理解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和体系结构 

11.2 供应链系统设计 

（1）了解供应链系统的设计问题、指导思想和原则 

（2）理解供应链系统设计的步骤 

11.3 供应链管理下的物流管理 

（1）了解物流及物流管理的含义、发展 

（2）理解供应链中的物流管理 

11.4 供应链管理下的库存控制方法 

（1）了解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库存问题 

（2）理解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库存控制方法 

11.5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1）了解传统采购模式的定义和特征 



（2）理解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的特点 

（3）理解准时采购策略 

11.6 供应商管理 

（1）了解两种不同的供应关系模式 

（2）理解双赢关系对实施准时采购的意义 

（3）理解双赢供应关系管理的概念 

11.7 服务供应链管理 

（1）了解服务供应链提出的背景和基本概念 

（2）了解服务供应链的概念的主要内容 

 

第十二章 质量管理 

12.1 质量与质量管理 

（1）了解质量的概念与过程 

（2）理解质量管理的基本概念 

（3）理解提高产品质量的意义 

12.2 全面质量管理 

（1）了解质量管理的发展过程 

（2）理解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特点及主要工作内容 

（3）掌握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工作方法——PDCA循环 

12.3 统计质量控制 

（1）了解质量管理的统计控制方法 

（2）理解常用的质量管理统计方法 

12.4 抽样检验 

（1）了解全数检验与抽样检验的基本概念 

（2）理解抽样检验的基本术语 

12.5 ISO 9000 简介 

（1）了解 2000年版 ISO 9000系列标准及其原则 

（2）理解 ISO 14000 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及其特点 

12.6 服务质量管理 

（1）了解服务质量的定义及其特性 

（2）理解服务质量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十三章 精细生产 



13.1 概述 

（1）了解精细生产的起源和发展 

（2）了解精细生产哲理 

（3）理解浪费的概念 

（4）理解服务业精细运作的特点 

13.2 价值流图 

（1）了解价值流图的基本符号 

（2）理解价值流分析的实施步骤 

13.3 准时生产的实现 

（1）了解准时生产的产生与发展 

（2）理解推进式系统和牵引式系统的异同 

（3）理解看板控制的概念，并掌握看榜数量的计算方法 

13.4 实行精细生产的条件和保证 

（1）理解实行精细生产的条件和保证 

三、考试范围和考试说明 

坚持质量标准，注重能力考查，使考试合格者能达到一般普通高等学校同专业同课程的

结业水平，并体现自学考试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特点。 

1.考试依据和范围 

（1）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为考试依据。 

（2）考试必读教材：《生产与运作管理（第五版）》(陈荣秋，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 

2.本课程考核的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生产与运作管理》课程考试，应考核应考者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

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考试合格者达到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本专业相同课程的结业水平。 

考试工作应引导社会助学者全面系统地进行辅导，引导应考者认真、全面地学习指定教

材，系统掌握本学科知识，培养和提高运用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重点与覆盖的关系 

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答卷时间为 150分钟，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线。 

2.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

计算题。 



五、题型示例（样题） 

1 单项选择题 

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丰田公司提出的七种浪费？A 

A 机会成本浪费               B 过量生产浪费 

C 等待浪费                   D 移动浪费 

 

2 多项选择题 

以下哪个选项属于零部件多样化给产品制造带来的困难？AD 

A 设计和工艺成本             B 资金机会成本 

C 房屋租赁成本                   D 信息处理成本 

 

3 判断选择题 

（对）价值流图是精细生产方式采用的一种技术，用来分析为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

物料流和信息流的一个有效工具。 

 

4 名词解释题 

      精细生产： 

（1）精细生产是一种以减少浪费、提升效率和质量为目标的生产管理理念和方法。 

（2）它起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生产方式，旨在创造更高价值的同时使用更

少的资源。 

（3）精细生产的核心是创造一个高效、响应迅速、能够持续改进的生产环境。 

 

5 简答题 

简述下手工生产方式、大量生产方式和精细生产方式的差异。 

（1）手工生产方式要求完全按顾客要求进行生产，加工设备和工艺装备具有通用、灵

活、便宜等特征。操作工人需要懂设计制造，具有高操作技艺。 

（2）大量生产方式的产品品种单一、具有明显的标准化特征。操作工人无需掌握专门

技能，但加工设备和工艺装备昂贵且专用 

（3）精细生产方式可以生产多样规格产品，生产设备具有柔性高、效率高等特征。操

作工人分工较粗，需要其掌握多项生产技能。 

 

6 计算题 

某电子产品制造厂每天运行 16 小时（即 960 分钟），需要满足客户每天的订单需求量

为 480 台电子产品。假设工厂每天运转无停歇且生产效率保持一致。 

（1）请计算该工厂的工作节拍（即每台产品应该多久生产完成一次）。 

（2）如果工厂计划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提高产量，以满足每天 540 台产品的订单需

求，同时不改变当前的生产流程，那么工厂每天需要运行多少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