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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电子产品制造企业,针对其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问题展开研究。分析面临的零配件质

量不稳定、成本高昂、生产决策复杂及次品率波动等问题,构建基于假设检验、动态规划和蒙特卡洛模

拟的模型。该模型能精准把控质量、削减成本、辅助决策,在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助力企业提升竞争力。  

[关键词] 电子产品制造；质量控制；成本优化；假设检验；动态规划；蒙特卡洛模拟 

中图分类号：O213.1  文献标识码：A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and cost optimization model for electronic 
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Yu'na Tia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electronic 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studies their quality control 

and cost optimization. The problems such as unstable quality of spare parts, high cost, complicated production 

decision and fluctuation of defective rate are analyzed, and a model based on hypothesis testing, dynamic 

programming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 is constructed. This model can accurately control quality, cut costs, 

assist decision-mak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quality control and cost optimization, and help enterprises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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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电子产品制造行业,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与日俱增。产品质

量与成本控制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二者相互关联又彼此

制约。一方面,高质量产品能提升品牌形象、赢得市场份额；另

一方面,有效控制成本是企业盈利的关键。然而,实际生产中存

在诸多难题,构建科学的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模型迫在眉睫,对

企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1 构建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模型的价值 

1.1精准把控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实力 

模型利用假设检验和正态分布近似理论,结合功效分析确

定抽样检测的最佳样本量,能够准确识别出次品率超标的零配

件批次,从生产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在零配件质量检测中,针对

核心组件零配件1和零配件2,通过科学的抽样检测,确保不合格

零配件不进入后续生产环节,降低成品次品率。高质量的产品可

减少售后维修、退换货等情况,降低售后成本,提升消费者满意

度和忠诚度,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市场竞争实力。  

1.2有效削减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在抽样检测中,模型优化样本量以确保准确性并减少检测

次数。在生产决策中,模型利用动态规划评估检测、装配和拆解

的成本效益,模拟不同策略组合以找到成本最低的方案。此外,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评估多工序中的策略,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

经济效益。 

1.3科学辅助企业决策,应对生产复杂状况 

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在生产中面临次品率波动和工序变化等

不确定性因素,这对决策构成挑战。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模型能

为企业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帮助企业应对这些不确定性[1]。在次

品率动态变化时,模型借助抽样检测方案实时获取次品率信息,

并据此动态调整生产策略。模型通过分析不同策略下的成本和

利润,指导企业选择最优策略,确保在多变的生产环境中维持良

好利润。此外,模型还优化了多工序生产中的检测点设置和不合

格品处理,提升了决策效率和生产流畅性。  

2 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面临的问题 

2.1零配件质量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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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供应商提供的零配件次品率难以精准预估,即使声

称次品率不超一定标准,但实际批次间可能存在较大波动。这使

得企业难以准确判断每一批次零配件的质量,增加了质量把控

的难度。另一方面,不同批次的零配件在生产工艺、原材料使用

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部分零配件虽外观合

格,但实际性能不符合要求,影响产品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在

实际生产中,由于无法提前知晓这些潜在问题,企业往往只能通

过抽样检测来评估,而抽样检测本身存在局限性,可能遗漏部分

不合格品,使得不合格零配件进入生产环节,进而增加成品的次

品率,对产品质量控制造成极大困扰。 

2.2生产环节成本高昂的困境 

从检测环节来看,对零配件和成品进行全面检测虽能有效

保证质量,但检测成本会随着检测范围和频率的增加而迅速上

升。装配环节,若零配件未经严格检测直接进入,可能导致装配

过程中出现问题,增加装配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对所有零配件进

行检测以确保质量,又会增加检测费用。此外,不合格品的处理

成本也不容忽视。当出现不合格成品时,无论是选择拆解回收还

是直接废弃,都伴随着较高的成本。拆解需要投入拆解设备、人

力等成本,且拆解后的零配件再次检测也需成本；直接废弃则意

味着资源浪费和前期投入成本的损失。 

2.3多工序多零配件生产决策的复杂性 

在多工序生产流程中,每个工序的次品率都会对后续工序

产生影响,如何合理设置检测点,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不增加

过多检测成本,成为一个难题。对于不同的零配件,其质量状况、

重要性以及检测成本都各不相同,企业需要权衡是否对每个零

配件进行检测、何时检测以及对检测出的不合格品如何处理[2]。

同时,不同的生产策略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和质量结果,而可

能的策略组合数量庞大,在涉及多个零配件和多道工序时,仅检

测和拆解策略组合就可能达到数万种。面对如此复杂的决策空

间,企业难以快速准确地找到最优的生产策略,这既影响产品质

量的有效控制,又不利于成本的优化管理。 

2.4次品率动态波动引发的决策难题 

生产过程中,设备状态、原材料和操作人员差异等因素会引

起次品率波动。由于次品率通常通过抽样获得,存在误差,企业

难以准确掌握。次品率波动可能导致现有决策失效,检测策略可

能滞后,成本预算也可能偏差,影响成本控制。企业需调整决策

应对这些变化,但缺乏实时数据和预测工具使决策困难,难以平

衡质量与成本。 

3 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模型的构建策略 

3.1基于假设检验的抽样检测策略 

针对零配件质量不稳定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基于假设检验

的抽样检测模型。该模型首先设定零假设 00 : ppH ≥ (零配

件次品率小于等于标称值)和备择假设 01 : ppH < (次品率

大于标称值)。利用二项分布作为统计模型基础,通过随机挑选

零配件并记录次品数量,计算实际观测的次品率。当样本量较大

时,利用正态分布近似二项分布简化计算,通过标准化检验统计

量Z与标准正态分布临界值比较,判断是否拒绝零假设。样本量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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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 是标准正态分布的临界值, 0p 是供应商声称的

标称次品率,Δ 是允许的误差范围。 

3.2运用动态规划的生产决策模型 

为了解决生产环节成本高昂的问题,我们构建了运用动态

规划的生产决策模型。该模型将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视为决策

节点,在每个节点上综合考虑零配件检测成本、购买成本、装

配成本、成品检测成本、次品损失、拆解成本等多维度成本

因素[3]。模型通过引入二元决策变量,结合检测决策和次品率构

建动态计算式,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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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装配费用： 

装配成品成品装配 CnC ×=  

成品检测费用： 

成品检测成品成品检测 nCDC ××=  

成品拆解费用： 

成品成品拆解成品成品拆解 nCRC ×××= α  

成品调换成本： 

调换损失退回成品数量调换成本 CnL ×=  

总成本是所有零配件、半成品和成品的购买成本、检测成

本、装配费用、拆解费用及调换损失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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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成品检测半成品装配零配件检测零配件总成本 CCCL  

调换成本成品拆解成品检测成品装配半成品拆解 LCCCC ++++  

总收入为合格成品的销售收入： 

200×= fn总收入  

因此,总利润的最终表达式为： 

总成本总收入总利润 −=  

3.3借助蒙特卡洛模拟的多策略评估模型 

针对多工序多零配件生产决策的复杂性,我们构建了借助

蒙特卡洛模拟的多策略评估模型。该模型确定多个决策变量,

包括是否检测零配件、半成品、成品,以及是否拆解半成品、成

品。根据历史数据和预设的概率分布生成随机样本,针对每个决

策变量的不同组合,模拟生产过程。计算各策略组合下的多项成

本,如零配件购买成本、检测成本、装配费用、拆解费用等,将

所有成本相加得到总成本,同时计算合格成品销售收入得出总

利润。对大量策略组合进行模拟,计算每种策略组合在长期运行

中的平均成本和平均利润,评估不同检测和拆解策略组合的潜

在影响。 

3.4结合抽样检测的次品率动态调整模型 

为了应对次品率动态波动引发的决策难题,我们构建了结

合抽样检测的次品率动态调整模型。在零配件阶段,采用问题一

中设计的抽样检测方案,在95% 置信水平下,从每批次零配件

中随机抽取108 个样本,若次品数量大于等于16 个,则拒收该

批次零配件,通过此方式获取该批次零配件的真实次品率。对于

问题二,根据抽样检测得到的零配件1 与 2 的次品率,运用组合

模型计算成品次品率。在问题三的复杂生产流程中,先根据各零

配件次品率计算半成品次品率,再由半成品次品率计算成品次

品率。在生产过程中,随着检测的进行,实时更新零配件次品率

数据,并据此动态调整半成品和成品的次品率,为后续生产决策

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支持。 

4 质量控制与成本优化模型的应用作用 

4.1在质量控制方面的作用 

在零配件质量把控环节,借助科学的抽样检测方案,企业能

够精准识别次品率超标的零配件批次,防止不合格零配件进入

生产流程,从源头保障产品质量。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成品次

品率的精确计算与分析,依据零配件检测策略调整成品检测环

节,及时发现潜在质量问题。如利用动态规划模型综合考量各环

节因素,合理安排检测工序,对可能出现质量问题的环节重点检

测,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质量标准,降低次品流出风险,维护企业

产品质量声誉。 

4.2在成本优化方面的作用 

在抽样检测阶段,模型合理确定样本量,减少不必要的检测

次数,降低检测成本。在生产决策过程中,通过模拟多种策略组

合,对比不同策略下的成本效益,帮助企业找到成本最低的方

案。在不合格品处理环节,借助蒙特卡洛模拟评估拆解与废弃的

成本差异,选择成本最优的处理方式,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从

而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全方位优化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

经济效益。 

5 结语 

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精准把控质量、削减成本、辅助决策,

虽面临计算复杂等问题,但仍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随着技

术发展与研究深入,模型有望不断完善,持续助力企业在激烈市

场竞争中稳健前行,实现质量与效益的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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