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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主要内容

• 一、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 二、价值工程的对象选择

• 三、功能分析与评价

• 四、功能改进目标的确定

• 五、方案创造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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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一、价值工程的一般工作程序
工作阶段 设计程序

工作步骤
对应问题基本步骤 详细步骤

准备阶段 制定工作计划 确定目标 1.工作对象选择 1.这是什么？2.信息搜集

分析阶段 规定评价标准

功能分析 3.功能定义 2.这是干什么用的？4.功能整理

功能评价
5.功能成本分析 3.它的成本是多少？
6.功能评价 4.它的价值是多少？7.确定改进范围

创新阶段

初步设计

制定改进方案

8.方案创造 5.有其它方案实现这一功吗？

评价设计方案，
对方案进

行改进、选优

9.概略评价
6.新方案的成本是多少？10.调整完善

11.详细评价

书面化 12.提出提案 7.新方案能满足功能要求吗？

实施阶段 检查实施情况
评价活动成果 实施评价结果

13.审批
8.偏离目标了吗？14.实施与检查

15 成果与鉴定

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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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在价值工程活动中，功能分析与评价过程中主要解决的
问题是（ ）。
A．进行产品的功能定义
B．进行产品的功能整理
C．确定产品的成本和价值
D．确定实现产品功能的替代方案

答案：C
2、在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中，功能评价阶段的主要工作内
容是（ ）。
A.确定价值工程的研究对象 B.整理和定义研究对象的功能
C.确定研究对象的成本和价值 D.分析实现研究对象功能的途径

答案：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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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E对象选择
1.对象选择的一般原则

 市场反馈迫切要求改进的产品
 功能改进和成本降低的潜力比较大的产品

2.对象选择的方法

经验分析法1

ABC分析法4

百分比法2

价值指数法3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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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简便易行，考虑问题综合全面

 缺点：缺乏定量分析，主观性太大，常需要与其他定量方
法结合使用才能收到较满意的效果，在分析人员经验不足时
准确程度降低

 适用范围：初选阶段

经验分析法（又称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1

凭经验对设计、加工、制造、销售和成本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
行综合分析，找出关键因素，并把存在这些关键问题的产品或零部
件作为研究对象。

二、VE对象选择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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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法（percentage) 2

百分比法是通过分析产品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指标的影响程
度（百分比）来确定。

缺 点

不够系统和全面，有
时为了更全面、更综
合地选择对象，百分
比法可与经验分析法
结合使用

优 点

当企业在一定时期要
提高某些经济指标且
拟选对象数目不多时，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二、VE对象选择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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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指数法3

 在产品成本已知基础上，将产品功能定量化，计算产品价值。

二、VE对象选择

应考虑价值指数偏离1的程度和改善幅度，优先选择V＜1且
改进幅度大的产品进行改进。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成本(C)

(F)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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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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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分析法（parteo  analysis）4

表13-2  A、B、C类别划分参考值

又称为巴雷特分析法，是按各构配件的制造费用占产品总制造费用的
比重大小进行分类，把所有研究对象分成主次有别的A、B、C三类的方
法。

二、VE对象选择

类别 构配件占总数百分比 成本占总成本百分比 研究对象的选择

A 10%左右 70%左右 重点对象

B 20%左右 20%左右 一般对象

C 70%左右 10%左右 不做分析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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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
%

90

70

100

数 量
%

1003010

A
B

C

图13-3 ABC分析曲线图

优 点 抓住重点，突出主要矛盾，取得较大成果，简便易行，被广泛采用

缺 点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成本分配不合理，常会出现有的构配件功能比较
重要但成本低，导致不能被选为VE的对象，提高其功能水平

二、VE对象选择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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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价值工程活动的核心和基本内容

◆通过分析信息资料，用动词和名词的组合简明

正确地表达各对象的功能，明确功能特性要求，

并绘制功能系统图。

◆包括功能定义和功能整理两方面的内容

◆通过功能分析，可以回答产品“它是干什么用

的”问题，从而准确地掌握用户的功能要求。

功能分析

三、功能分析与评价
1、 功能分析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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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功能评价：在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出实现某种功能的最低成
本（或称目标成本），并以此作为功能评价的基准，亦称功能评价值，
通过与实现该功能的现实成本（或称目前成本）相比较，求得两者的比
值即为功能价值；两者差值为成本改善期望值，也就是成本降低幅度。

式中：F——功能评价值（目标成本）；

C——功能实现成本（目前成本）；

V——功能价值（价值系数）

三、功能分析与评价

V = F / C

成本改善期望值△C = C - F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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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评价值V的计算和分析

（1）功能成本法(绝对值法)

Ci
FiVi

个评价对象的现实成本第
值个评价对象的功能评价第＝个评价对象的价值系数第

序
号

子项目
功能重要性

系数
①

功能评价值
②=目标成本×①

现时成本
③

价值系数
④=②/③

改善幅度
⑤=③-②

1
2
3
…

A
B
C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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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评价值V的计算和分析

•（2）功能指数法（相对值法）

•通过评定各对象功能的重要程度，用功能指数来表示其功
能程度的大小，然后将评价对象的功能指数与相对应的成本
指数进行比较，得出该评价对象的价值指数，从而确定改进
对象，并求出该对象的成本改进期望值。

C
F

个评价对象的成本指数第

个评价对象的功能指数第
＝个评价对象的价值系数第

i
iVi



1515

四、功能改进目标的确定

确定功能改进目标的方法有价值系数法和最合适区域法

1.价值系数法

当对产品的各功能进行评价之后，得出每一个零件的

功能评价系数，同样对各功能的现实成本分析之后，可求

得每一个零件的成本系数，进而可求得价值系数。

总成本

零件成本
成本系数＝

成本系数

功能评价系数
价值系数＝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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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合适区域法
• 以成本系数为横坐标，功能系数为纵坐标，则与横轴成

45º的一条直线为理想价值线（V＝1）。

• 围绕该线有一朝向原点由两条双曲线包围的喇叭形区域，

叫做最合适区域。凡落在这个区域的价值系数点，其功能

与成本是适应的，可不作为重点改善目标。

• V>1的点将落在喇叭形区域的左上方，V<1的点将落在喇叭

形区域的右下方，均属于功能改善的目标。

16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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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所包络的阴影部分为最合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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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创造与评价

畅谈会，针对问题
提出自己的想法，
但不能互相批评

把要研究的问题适
当抽象，以利于开
拓思路，一般用于
开发新产品的方案

通过信函或其它联
络方式，背对背地
发表自的建议和意
见，由组织单位整
理各方建议，取得
最优方案

常采用以下方法：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头脑风暴法 模糊目标法 德尔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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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评价主要有概略评价和详细评价两个步骤。

方案评价

技术评价

经济评价

社会评价

概略评价

详细评价

综合评价

粗略筛选，减少详细
评价的工作量

调查、收集信息资料，
最后审查和评价

§2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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