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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工具用的模具技術及產業受到客戶趨勢極大的影響，與其他技術和產業沒什麼不同。 

 

近年來，由於雷曼衝擊和隨後的停滯，模具產業的需求急劇萎縮。此外，隨著電機電子產業的

主要客戶大多集中在中國，以及新興國家經濟成長伴隨著消費增長，全球產業的轉移，產業結

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使得全球產業轉移，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過去，量產的國家=先進國家=模具技術先進國家，先進國家大規模生產商品和出口，換句話

說，最新的先進成型和模具技術是在先進國家開發和使用的。 

 

然而，隨著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大眾消費，量產商品較以往更多。支持

新興國家的成型和模具技術不一定是最新技術，但需要性價比高的成型和模具技術，「大規模生

產國家=模具技術先進國家」將不再成立。 

 

歐美的模具製造商過去曾失去中國和亞洲的電機電子產業的客戶，比日本更依賴汽車產業。模

具是將客戶產品的形狀和功能投入批量生產的工具，需要與設計端密切合作並實現低成本。另

一方面，汽車的特點是攸關性命，作為量產用的模具是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用來生產高可靠

性、高穩定性和低成本的模製品。 

 

在這樣的背景下，模具製造商不能像過去那般簡單地提供客戶所需的形狀，還需要達到更高品

質和更低成本的要求，以及更進一步提出成型解決方案。 

 

歐美模具產業的動向 

 

在歐美，由於雷曼兄弟的衝擊，需求大幅萎縮並隨後停滯不前，未能像日本那樣享受中國的繁

榮，影響甚鉅，造成許多模具製造商離開。 

 

這樣的結果，使歐美國家的模具企業數量從一半急劇下降到三分之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對此

進行分析，那些倖存的企業必有其生存的理由。該企業已經脫胎換骨成體質強健的公司，擁有

獨特的技術與高效生產的組織和系統。之後的需求復甦的情況下，出現了一群營收增長的領先

公司，迅速提高獲利能力。 

 

在汽車產業中，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大型集團之間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在加強安全和環境法

規的同時，零件共享和全球化也不斷進展。汽車產業的高效率化採購，對供應商進行分類，隨

著產品變得更加複雜，組件的模組化以及全球模具採購的大批量採購正在進行。具有高設計能

力、同時執行許多零組件專案的能力以及總體進度高效管理能力的企業，才能應付這種批量採

購的情況。 

 

 

 

 



特別是在北美，對變化的反應很快，企業規模大型化，公司規模排名前五大，其營業額超過

8,500 萬美元（約 90 億日元）（表）。北美第二大 Integrity Tool & Mold 公司，營業額達 11,900 萬

美元（約 125 億日元，2016 年）。另一方面，Simoldes 公司在歐洲排名第一，僅模具部門的營

業額就高達 12,000 萬歐元（約 160 億日元，圖 1），如此超大型企業規模持續成長中。 

 

 

 



利用其規模的加工工程水平分工，企業不僅大規模化而且效率提高。具體而言，製造流程標準化、

每種類型組件的尺寸和形狀進行大規模的加工生產線投資、適用於大型部件（超過 5 噸）的原點定

位夾持系統、適用於中小型部件的自動生產線等，以達到高稼動率（例如，大型臥式加工機的月平

均稼動率超過 90％，立式加工機稼動率超過 80％）並且降低成本。 

 

選擇和集中在設備投資，可在短期回收同時提高資本效率，特殊難做的組件外包，透過網路化來管

控協力廠的交期，可以降低外包成本，還在努力提高這個領域的盈利能力。區域網路的各公司也可

與其他區域的模具製造商合作，整體區域受益於雙贏關係。 

 

歐美模具技術的動向 

 

隨著 CAM、工作機械和切削刀具的發展，模具製造商難以單獨從模具加工技術中脫穎而出，是眾所

周知的事實。 

 

與此同時，擺脫價格競爭，以價值競爭為主的提案型業務的公司正在增加，尤其是在歐洲。對於客

戶要求的零部件的新成型技術及沖塑統合成型技術，透過一站式購買量產產品，來提高公司對客戶

的企業價值。 

 

德國 Pforzheim 的 KRAMSKI 公司，是一家歐洲代表具有歷史的模具製造商，以精密沖壓模具的製作

技術為基礎，hybrid 成型量產汽車安全駕駛用的電子零組件，該生產線提供給德國主要的 Tier l 廠

商。目前，在斯里蘭卡、印度和美國均設工廠，並建立一套全球客戶支援系統，正在積極開發業務

（圖 2）。 

 

  



歐美模具產業的人才問題 

 

全球人口的高齡化，隨著年輕人離開製造業，人才的確保攸關公司的生存。在歐美，雷曼衝擊時期，

由於熟練的老模具師傅厭倦了長期求職生活，因此成為養老金領取者，勞動人口數量顯著下降。 

 

然而，之後需求的恢復，過去兩到三年過熱的景氣下，模具製造商集中的地區，對人才的搶奪日趨

激烈，在歐美，模具工程師的招聘廣告可見一斑，為了留住人才必須付出很大代價，且效果有限，

經營者需要採取進一步措施。 

 

在北美，模具製造商與當地工業高校及職業培訓學校之間的合作正在進展，並且在學生出社會之前

介紹當地就業以及舉辦製造業攬才活動。 

 

另一方面，在德國和瑞士的忠誠度很高，人口流動相對較小，人才的競爭與過去情形不同，也困

擾著模具業者。 

 

許多模具製造商距離都市較遠，透過當地就業的自然限制以穩定獲得人力資源。然而，近年來都市

汽車製造商和 Tier l 企業已經將招聘人力擴展到這些地域，具備模具製造經驗的青壯年人才的挖角

情況變得越來越普遍。 

 

在德國和瑞士，中等規模的模具製造商在公司內部建立了中長期培養人力資源的社會系統，過去沒

有對人力資源開發進行投資，會因為待遇條件的增加導致成本增加，同時造成生產能力的損失。即

使在牧野フライス製作所，也曾因為機台操作員外流，而發生客戶下訂單後取消的情形。 

 

此外，對於高品級塑膠模具製造商而言，高技能職人的高齢退休成為主要的管理問題。就牧野的用

戶而言，在不久的將來，預計三位完成大師中有一位高齡者退休，還有一些諮詢案例是公司自身的

產量風險是 2/3。 

 

因此，根據高專業技能和經驗，尋求拋光、精加工和組立工程的迅速化、省力化，超過最終產品的

精度，越來越需要單個模具零件的更高精度和高品質加工。 

 

與日本相同，德國和瑞士的模具製造商的規模都很小。根據德國模具公會的統計數據，德國模具製

造商約有 3,800 家，其中 72％的員工人數少於 50 人，但個別公司的目標是企業的連續性和發展，

並通過提高企業價值 看來正在努力改善收入，開發人力資源和保障人力資源。似乎每家公司都致

力於永續發展、提升企業價值來提高獲利能力、開發人力資源和留住人才。 

 

☆ 

 

近年來歐美的情況，日本的模具業從管理的角度來看，仍有許多案例值得學習，希望它可以作為每

個人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