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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企业油漆管理
杜武朋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凯里 556600）

摘要：文章介绍了通过在汽车维修企业实地考察、参与涂装车间的人员优化、油漆管控、新型工艺等方面进行精细化管控，采取现

代先进、科学方法，进行降本增效，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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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的经济发展乏力，企

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汽车行业遭受的冲击更大，各家企

业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寻找突破口，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是永恒

不变的主题。疫情的影响让大家都心有余悸，在消费行业，特别

是汽车的消费行业一路下滑，很多人能不开车则不开车，所以在

汽车保险、改装、保养、机修、美容等是能不消费就不消费，唯

独汽车钣金喷涂受到的影响较小，也是要靠钣金喷涂来拉动企业

的营业额，而钣金的成本影响不大，但喷涂车间的成本影响很大，

各个都向喷涂成本控制很好的企业学习，如果成本管控不好，成

本就会出现成倍的翻。本文主要针对某个汽车维修企业的现状，

再对其车间进行新工艺、管理等的改进来实现降本增效的。

一、企业现状

一个企业，有再好的技术，但缺了管理，最终的后果就是倒闭。

这应该是很多企业管理者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当然不同企业，管

理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核心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降本增效。而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干的。现阶段的很多维修企业环境都

是脏、乱、差，还夹带着服务态度不好，技术不过关等等情况出现，

很多企业的老板都花很多时间、金钱去外面学习取经，但最终还

是因为“水土不服”而夭折。

二、案例引入问题

下面针对西南地区某大型汽车维修企业实习期间看到的问题

所在及解决办法。我们用两个典型案例来说明。

（一）案例一：

一个客户的车辆是一个事故车，大顶、前挡玻璃和引擎盖伤到，

进店换前挡风玻璃、大顶和引擎盖喷漆。在交车的时候，一直说

有色差，让 SA 自己看，SA 自己看了之后没有解释，客户说有色

差，自己无法解释就说是有色差，店里给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重新喷，

做过渡。

前台没有注意接待细节，车身脏，没有注意车外观检查，也

没有解释只要喷过漆，就会出现一点色差，而且两边叶子板都喷过，

都有色差，银粉喷得还很堆，引擎盖及叶子板又不在同一个平面，

即使新车也会看到有色差，等到今天交车的时候，把车停在强烈

的太阳光下，引擎盖和翼子板出现明显色差，原因是两个翼子板

之前是国产漆喷的，银粉不闪烁，翼子板也不是反光面，所以看

到翼子板很黑，而引擎盖很闪，颗粒很好，就说有色差。

通过与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并不是色差问题，而是

客户体验度下降找的一个理由而已。同时还发现在交车的时候，

车子洗好了，但停放在户外一晚，而环境因素，板件上有灰尘，

交给客户之前，只擦了引擎盖，车顶并没有擦，客户刚好检查车

顶，就说是不光滑，看到轮胎气压不足，也不对车辆做一个基本

的检查也就没发现车胎气压不足的问题；还发现车身有多处损伤，

客户说是进店后才有的（其实应该是进店前就有的，还有原来喷

漆流挂的没有处理、有红灰起的痱子，石头撞凹、脱漆的都有，

但是 SA不仔细检查，所以没在工单上做标记）。

这个车只有钣金喷涂项目，所以连最基本的空调（换季最明

显）、胎压、雨刮水等等简单项目都没有检查，客户还花了 8500

元来做项目，客户体验度下降。但最终的责任划分就是喷漆师傅

没喷好，有色差。

（二）案例二

一个路虎车辆，做的项目是喷漆，喷的是后保险杠、前保险

杠和右前门，中间夹着的右前叶子板前后不一样，要求做过渡。

但是做底的师傅把工单看错了，把右后门磨了，后来有人看到后

提醒师傅才更正过来，但是已经磨好了，只能多喷一个面，右后

叶子板又是夹着一块门，调色是对右后门调的，但现在被磨了，

没有参照面了。

喷好了交车的时候，客户说有色差，开过来返工，当时的副

店总也在现场，客户就说有色差，并保证该车除了保险杠，其他

都没喷过，而且也都是在本店喷的，车主都没说对着哪个面调颜色，

副店总就直接说对着 B柱来调。

最后师傅检查的时候发现左、右后叶子板是喷过的，有明显

的痕迹，把这情况告诉副店长，但是没理睬建议，还坚持按对 B

柱来调色。

三、分析问题

案例一出现的问题：首先是 SA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在接车的时候没有认真检查车辆情况，交车时不注意方式方法，

对喷漆的基本知识一点不懂，导致没法交车，重复返工；其次是

因为上一经手人员的不负责，致使车辆返工，增加时间、耗材成本，

降低工作效率；最后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了喷漆工，让喷漆工来

买单。

案例二出现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管理层却不懂专业还对专业

人士瞎指导、乱指挥等，导致增加工作难度，刻意给增加增加时

间和降低自己企业的工作效益，但最后还是把责任推给了喷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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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决问题

针对喷漆工以外的问题，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一是要对

SA的专业度进行培训学习；二是要管理层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

摒弃“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老旧观念，不对专业人士进行专业能

力上的瞎指导、乱指挥，可以对专业师傅指点，但不能指指点点；

三是技术人员要精益求精的高度爱国敬业之心；四是一线管理人

员及技术人员要注意把控成本控制及效率。

针对喷涂车间管理遇到的老旧生产工艺、高成本、低效率等

问题，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一）是喷涂缺少后备力量

人员不够，加强自己培养或依托现代学徒制模式来培养自己

后备力量。

（二）是分组进行良性竞争

喷涂车间要分两组进行，要有良性竞争才能增加效率。

（三）是组员的个人能力不足

除了组长，组员的个人能力（做底、喷漆、抛光）还缺太多，

要让师傅带徒弟，要有“我以组为荣、组有我而胜”的荣誉感。

（四）是员工做底的工艺流程不规范

做底的工艺流程不规范，出现很多重复性、浪费时间的动作，

杜绝无用的重复性工作。

（五）是喷漆工不按照标准流程来做

喷漆工不按照标准流程来做，也不听从调漆人员的手法去喷，

导致出现砂子纹路、色差、咬底、起痱子等，针对此问题要严格

按照新工艺流程规范操作。

（六）是使用老旧的抛光工艺

使用老旧的抛光工艺，导致效率低。针对此问题，我们提出

用新工艺进行抛光。

（七）是员工在选择使用底漆时的灰度值不对

选择使用底漆时的灰度值不对，导致色漆用量大，清漆浪费，

砂眼处理时机不对等都会增加成本，对此要求清漆适量使用不浪

费、中途前处理沙眼、中途后避免磨穿、色漆喷好，减少清漆的用量，

注意砂子纹路、色漆喷涂范围控制。

（八）是新件的损伤处过多

新件的损伤处过多，降低了时间成本以及增加人工成本及辅

料用量，对此提出新的板件收货时，加强质检，杜绝残次品进入

市场。

（九）是部分员工及组长思维固化

部分员工及组长思维固化，不愿意接受新工艺。对此，我们

带领组员、组长及管理层随同去做好的店学习好经验和方法。

（十）是车间管理不到位

对此，我们提出让所有做底、喷漆、抛光全部要标准流程化，

经常培训标准流程，提升员工及前台的业务和生产水平及能力，

耗材、任务落实到个人，待喷车辆排队等待，让员工自己去要车

来做。店长、组长提升自己管理水平，同时要给与组长较大的管

理空间，但主导权必须在店方。针对不服从管理的，解决给与开除。

在培养人才方面，除了重点培养一把手以外，还要着重培养

二把手。组长每天下班前把今天喷的车和未完成的车及交车时间

统计一下，报给前台，前台掌握车间情况，避免前台不知道车间

情况，导致很多车辆都累积到某一天交车，做不完导致延迟交车

带来的后果。

五、试验方法及结果

把喷涂车间人员分为两个小组，B组配备人员 5名，A组配

备人员 4名，总体来说 B组的个人实力比 A组的个人实力强，但

B组的组长不愿意接受新的管理理念及新工艺，A组的组长愿意

尝试新的管理理念及新工艺，所以我们选用 A组来做试验，试验

时间为 1个月。

两个组都是从做底到抛光都是本组人员完成，且成本是算自

己组的，我们从开始就跟着 A组，从做底、中途、喷涂及抛光跟

流程及使用新工艺，严格按照我们的方法及新工艺，时间为一个月。

一个月后，A 组总产值做到 15 万，B 组 10 万，A 组平均每

个面做到约 105 元 / 面（做底约 35 元 / 面、色漆约 55 元 / 面，其

余的是其他耗材），B 组平均每个面做到约 156 元 / 面（做底约

56 元 / 面、色漆约 85 元 / 面，其余的是其他耗材），所以按照我

们改进的方法及模式，可以让企业降低约 30%的成本，对企业来

说是节约了很大一笔费用。

六、结语

目前国内汽车维修企业很多，施工环境、工艺、技术等也参

差不齐，收费的价格也是各不相同，特别是西部较为落后地区的

情况更是如此，没有企业相对较为认可的技术，流程工艺，各家

企业也是各显神通。只有通过标准流程、引进新的工艺技术，不

断挖掘管理方法，在保证汽车喷涂效果、质量的情况下开源节流，

降低汽车喷涂的材料成本、提高喷涂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汽车喷涂技术始终对环境污染，增加耗材成本，也就增加环

境污染，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汽车涂装老师，应该响应国家号召，

发挥自己优势，在致力汽车维修企业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统一

市场标准化流程、普及新工艺和合理优化汽车维修企业管理工作

中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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