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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有效的次品处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提高
整体生产效率。

维护企业形象

确保次品得到妥善处理，避免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影
响。

符合法规要求

遵循国家和地方的环保、质量等相关法规，确保企业
合法合规经营。

目的和背景



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质量标

准或客户要求的服装产品。

根据次品的严重程度，可分为一般次

品和严重次品两类。一般次品是指轻

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严重次品是指

存在明显缺陷或安全隐患的产品。

次品定义与分类

次品分类

次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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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品产生的原因分析



设备老化、维护不当等原
因导致生产过程中出现次
品。

生产设备故障 生产流程不规范 生产环境不佳

生产流程不严谨、操作不
规范等导致次品产生。

生产车间温度、湿度、清
洁度等不符合要求，影响
产品质量。

030201

生产过程问题



采购的材料质量不符合标
准，导致生产出的服装次
品。

材料质量不达标

材料在存储过程中受潮、
发霉、变色等，影响产品
质量。

材料存储不当

不同批次的材料存在差异，
导致生产出的服装次品。

材料批次不统一

材料问题



技能水平不足
员工技能水平低，操作不熟练，导致生产过

程中出现次品。

违反操作规程
员工违反操作规程，导致生产出的服装次品。

工作态度不端正
员工工作态度不认真，粗心大意，导致次品

产生。

员工操作问题



其他原因

设计不合理

设计出的服装款式存在缺陷，导致生

产出的服装次品。

订单量不足

因订单量不足，生产出的服装数量无

法满足需求，导致次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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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品处理流程



定期检查
定期对生产线上的服装进行检查，及时发现次品。

分类筛选
根据次品的严重程度，将其分为不同等级，以便进行后续处理。

次品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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