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明红珠实验

实验器材：

• 4000粒珠子，直径约3毫米，其中800粒为一个颜色，3200
粒为另一个颜色；

• 一个有50个凹洞的漏勺，每5个凹洞1排，共10排，凹洞大
小与木珠相当，一次可盛起50粒珠子（代表工作量）；

• 一个长方形容器，大小恰好能够让一把勺子在里头捞珠子

实验目的：

• 证实经理人为员工所设下的标准，常常超出员工所能控制
的范围。通过这项实验也可看出，如何用统计方法找出问
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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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红珠实验

实验人员：
• 老师在实验中扮演主管，另外需要操作员6名、检验员2名、检验负责

人1名、记录员1名。

• 操作员的工作是在容器中用勺子“产出”白珠，因为顾客只接收白珠
；

• 检验员要能区分不同颜色的珠子，计数至20即可。

记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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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红珠实验

实验步骤：

1. 选择人员6个Operators,2个inspector, 1个书记员并分
别编号以进行区别。

2. 第一轮，首先请Operator1按照工作程序取50颗珠子，红
白珠都算，同时要求检验员记住Operator1是怎么做的，
以免别的Operator犯同样错误。检验员1和2确认一致后
公布结果给书记员记录。按照这个程序后面的五个操作
员完成实验并经检验员确认后又书记员记录第一轮结果
。

3. 按照第一轮实验安排重复，完成10次模拟生产实验。

4. 把结果录入C控制图中，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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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红珠实验

实验步骤：

1. 把结果录入C控制图中，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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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红珠实验结论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实验本身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在系统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工厂的产

出水平及其变异是可预测的；事实上成本也是可预测的。

2. 所有的变异，包含工人之间产出红珠数量的差异，以及每位工人每
日产出红珠数量的变异，均完全来自过程本身。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哪一位工人比其他工人更高明

3. 工人的产出显示为统计管制状态，也就是稳定状态。工人们已经全
力以赴，在现有状况之下，不可能有更好的表现。

4. 在考绩制度或员工评价中，将人员、团队、销售人员、工厂、部门
排优劣顺序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特别是它对员工的斗志是一种打击
。因为员工的表现完全与努力与否无关。

5. 简单以绩效决定报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人的绩效如此低落，以
至失去工作，完全是被工作过程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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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红珠实验结论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6. 工头给工人加薪或处罚，当作是对他们的表现进行奖励与惩罚。实

际上它奖励与惩罚的是生产系统的表现，而不是工人的表现。

7. 这个实验展示了拙劣的管理。由于程序僵化，工人根本没有机会提
供改善的建议。

8. 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有责任去尝试改进系统以提升自己和他人的绩效
。在工头的规定之下，他们无从改进绩效

9. 管理者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事先已经固定了白珠的价格。

(10)检验员彼此独立，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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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红珠实验结论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1. 如果管理者能与珠子的供应商协商，降低进料中红珠的比率，那是

一个好消息。

12. 即使事先已经知道红珠在进料中所占比率（20％），也无助于预测
产出中红珠占多大比例。

13. 管理者认定，过去表现最佳的三位工人，在将来也会有最佳的表现
，这项假设并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14. 领班是系统的产物。换句话说，他的思维方式应该符合管理者的哲
学。管理者交给他的职责是生产出顾客需求的产品，而他的报酬依
赖工人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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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漏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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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器材：

• 一个漏斗、一粒可以很容易通过漏斗的弹珠、一张桌子，
最好铺上桌布。

实验目的：

• 以本实验来解释管理与干预问题。管理人员常因缺乏对系
统变异的统计思考方式而对系统进行干预，造成问题越变
越离谱。

• 本实验告诉我们应该先了解系统的变异是来自特殊原因或
是一般原因，再采取适当的行动。



戴明漏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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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人员：

• 选择最优秀的操作员一名，观察员两名，记录员
一名。

实验条件：

• 漏斗高度约50厘米，漏斗内径约8mm, 桌子上铺上
桌布，桌布上放一张标注目标点和同心圆的纸。

记录表格：

• 记录员记录落点偏离目标的距离



戴明漏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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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规则：



戴明漏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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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戴明漏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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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戴明漏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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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戴明漏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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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戴明漏斗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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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第一次实验中的规则是所有规则中最有效果的。但人们对第一次规则不满，
所以又进行了第二、三、四次改变规则的实验。规则改变的思路是消除落点
误差，但结果会越来越差。

• 现实管理中，用仪器测量零件，根据零件的误差进行反向调整，就相当于规
则二；

• 根据上月的预算执行差异调整本月预算，就相当于规则三(防止核扩散、贸易
壁垒、药物干预，都属于这一规则)；

• 由老员工来训练新员工，就相当于规则四(每生产一个产品都用上一个成品为
样本也属于这一规则)。

• 漏斗实验告诉管理者，对于系统误差的干预，只会增大下次的误差。比如，
我们根据财务资料做出调整决定，所看到的资料就相当于上次的弹珠落点。
正确的做法是，保持第一次实验的规则，改善系统。例如，这一漏斗系统可
以做出两种改善：第一，降低漏斗的高度。效果很好，落点形成的近似圆形
半径缩小。这样做无需增加成本。第二，改用比较粗糙的桌布。这样，弹珠
滚动的距离就会缩短。成本只需一个桌布的价格。



戴明漏斗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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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漏斗实验强调的是管理人员必须利用统计的思考方式，以分辨制程系统的变异是共同
原因造成或特殊原因造成。一有特殊原因，能够立即发现而采取矫正措施。若制程系
统祗有共同原因且变异太大，管理人员就须针对系统的关键因素，作基本上的改变，
以有效改善系统。

第三：

• 传统的SPC手法就是有计划的在制程系统收集数据，以简单的管制图分析验证制程系统
的变异是否有特殊原因存在或侦测是否有特殊原因存在。若有特殊原因存在，则须局
部对策，发掘特殊原因，消除特殊原因，防止再发。并且持续监控制程系统，使制程
系统保持稳定且可预测。

第四：

• 当制程系统在统计的管制状态下时，也就是制程系统保持稳定且可预测。此时评估制
程系统的制程能力，才真正能估计其符合规格的能力，亦可为制程系统持续改善的依
据。品质管理发展至今，SPC的变异理论已经普遍在业界推广应用，只是很多人在用而
不自知。譬如，ISO品质管理系统的建立、维护及稽核；品管圈活动步骤；福特汽车8D
的改善程序；SIX SIGMA的活动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