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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具行业实用管理技术》对模具行业各项管理技术，不仅有详实的论述与分析，更重要的是备
有确实可行的实际标准、公式、数据及具体的管理方法步骤，可供读者直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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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守中，毕业于山西省建筑工程专科学校，太原模具厂退休经济师，工业工程学者。
曾任劳资科定额主管、组长。
多年从事模具制造工艺、模具设计、定额管理工作。
参加山西省劳动定额标准编写工作，任责任编辑，续聘为省劳动定额特邀编辑。
主要著作及论文有：《山西省冷加工劳动定额标准》（合著）、《模具行业生产经营特点及定额管理
模式》、《锻模技术类推定额标准的编制》、《冲模工时标准》（太原模具厂厂标）、《锻模工时标
准》（太原模具厂厂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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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模具行业生产经营特点 　　模具行业作为工业经济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基础环节，在生产经营
管理、技术工艺装备方面，与其他行业比较，具有诸多不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从属性、被动性及先导性 　　作为工业经济体系中的基础环节，
必然是其他行业开发新产品或旧产品更新换代时，才外委加工模具。
因此，模具行业受制于其他行业，使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具有从属性、被动性。
而模具生产必然先于产品生产，所以模具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还具有先导性。
这三个特点，是模具行业最根本的特点，它决定并派生出以下几个特点。
 　　（二）无固定产品 　　模具行业服务于其他行业，因受从属性、被动性的制约，模具必然随其
他行业新产品开发及旧产品更新换代而频繁变换。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其变换周期越来越短。
由此可见，模具行业除极少数标准件外，不可能有固定产品。
 　　（三）无固定的协作厂家 　　因无固定产品，生产任务只能依靠市场四处承揽订货。
又因模具为耐用工具类产品，其寿命相对较长，消耗量较小。
加之，受市场变化的影响，所以，模具行业很难与产品厂家建立长期固定的协作关系。
 　　（四）模具来得急要得快 　　为满足客户开发新产品及更新换代，急于占领市场，增加竞争力
的需求，处于被动地位的模具行业，其生产任务必然是来得急要得快。
造成生产周期短，技术装备不充分，只得边准备边投产，拼人员拼设备，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处于应急
状态。
 　　（五）品种繁杂 　　模具行业服务于其他行业，面对众多行业，众多产品，品种之繁杂可想而
知。
毫无疑问，模具的品种必然是异常繁杂的。
 　　（六）纯属单件生产 　　模具生产因受新产品开发及更新换代频繁的影响，加之，模具寿命相
对较长，模具的生产数量必然是单件的，零星的，生产过程永远具有新产品试制的性质。
因此，模具生产纯属单件生产，且鲜有轮番生产的情况。
 　　（七）工艺技术难度大、流程长 　　采用模具生产制件，质量好，效率高，且能满足各种复杂
形状，是其他生产工艺无法相比的。
因此，模具本身也必然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
其主件多为复杂的平面曲线和空间曲线。
所以，模具制造技术难度大，工艺流程长，对设备和人员技术要求高。
同时，受生产周期短、技术准备不充分的制约，在生产过程和试模过程中，返修件、补废件较多，影
响了生产进度，增加了生产成本。
 　　（八）企业经济效益低于社会效益 　　模具技术含量高、生产技术工艺难度大、纯属单件生产
等上述特点，使企业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生产经营活动举步维艰。
而作为基础与先行，服务于其他行业，为其他行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其社会效益是显而易
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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