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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艺是产品质量的保障 
 

济南金钟电子衡器股份有限公司  沈立人 

 
 

【摘  要】  如何提高衡器产品质量已经成为我国衡器行业刻不容缓的任务，国内当前在杂志和报

刊上的文章，都在宣传我国如何从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强国的舆论，而关于如何制造出合格产品方面，

对工艺要求的紧迫性、必要性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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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目前杂志和报刊中刊登的文章，都是在宣传我国应该如何从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强国的舆论，而

关于企业如何提高制造技术、改进制造工艺方面的报道，在公开发表的媒体上很少出现。 

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能力，以前的大中型企业中，普遍设置专门的工艺设

计部门。但是当大量的民营企业崛起后，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这些企业将主要精力用于产品的开

发，而忽略了制造工艺方面的研究。本来工科大学都设置有制造工艺方面的课程，工科大学毕业的

大学生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前一段时期，各个大学都在竞相忙于扩大自己的学科范围，却对

制造工艺课程的教学没有引起重视，甚至一些职教学院毕业的学生，也没有进行严格的制造工艺方

面的学习。是否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真的可以与老牌的工业强国媲美了吗？站在衡器行业的角度

看：我们称重传感器的稳定性、准确度水平；称重指示器的稳定性水平；衡器产品的稳定性、可靠

性水平、外观的美观性等等，都无法与国外强国的产品抗衡，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国家在制造工艺方

面的薄弱。 

一个好产品是如何诞生的，在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中提出了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以顾客

为关注焦点、领导作用、全员参与、过程方法、管理的系统方法、持续改进、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

与供方互利的关系。其中的领导作用、全员参与和过程方法是目前我们企业的薄弱点。 

在企业的技术管理中，包括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产品设计，一个是产品制造工艺。目前许多

企业是没有设计队伍的，大家都在相互克隆，而产品制造的关键就是制造工艺了。对于一个批量生

产的企业来讲，要想生产出成批合格产品，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能够用于指导生产全过程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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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我们企业的领导是否关注了呢？我们的全体员工是否都参与了呢？我们的生产过程中是否都

有具体的方法和规定呢？ 

二、制造工艺与产品质量的关系 

产品质量好是产品走向市场的通行证，是当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产品质量是设计、

制造出来的，每个产品都要经过从设计到成品装箱为止的工艺物化全过程。因此，工艺是企业质量、

品种和效益的命脉，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保障。 

工艺是使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变成成品的方法和过程，工艺管理是科学地计划、组织和控制各

项工艺工作的全过程，工艺管理水平是由合理的工艺路线与工艺布局，合理的工艺定额、先进的工

艺标准，正确、完整和统一的工艺文件与严明的工艺纪律等因素的综合水平而构成的。工艺技术主

要由应用技术和工艺参数所构成。工艺装备水平是由设备、工装、检测仪器、工艺试验基地等四个

主要方面构成。它是构成工艺水平的物质基础，先进的工艺装备是生产高质量、高水平成品的前提

条件。但是，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人的素质水平、管理水平来保证，再好的装备要发挥出应有的

效能也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大型衡器的制造方法，都是采用钢材焊接结构，如何减少焊接应力及变形，就成为各

个企业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着手点，是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从设计方面，应该

尽可能减少焊缝的尺寸和长度，对称的布置焊缝，设计充足、合理的装焊夹具；在工艺方面，采用

合理的装焊顺序和焊接规范，对残余应力选择恰当的消除（均化）方法，对变形采用一定的矫正设

备。 

工艺纪律是企业基本的厂规厂法，工艺管理是企业的基础管理，工艺装备和工艺技术是企业生

产的物质基础和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和效益是工艺水平与设计水平等

方面能力的最终反映。工艺上的优势和实力，是企业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和胜利的有力保证。据有关

资料介绍，就对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来说，工艺占 59%，劳动占 14%，资本占 27%。

由此可见，忽视工艺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三、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使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家认识到，忽视

工艺的发展是导致质量竞争失利和国民经济不振的原因之一，工艺人才的缺失是导致产品质量落后

的先天不足。 

美国企业不断加强对工艺的投资，他们提出：“向工艺投资一本万利”。许多公司开展了加强工

艺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活动，如：产品一次成功活动、无废品活动等。按照日本经验

总结出来的“TQC”活动，按照欧洲等国家经验总结出来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以及按照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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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验总结出来的“6Σ 计划”等，都被世界各国积极吸收采用。80 年代起，我国台湾省为了提高

产品制造质量，在企业内开展了日本的“5S”看板管理等活动，狠抓了生产制造过程的管理，同时研

制、引进先进的工艺装备和技术，从此产品质量得到保证，产品出口额逐年增加，即使在日本和欧

美等工业发达国家也得到青睐。 

工业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之所以经得起世界市场的竞争，关键是他们十分注重产品制造过程的

质量控制，严格控制产品物化的工艺过程，尽管是在采用了大量的先进工艺技术和工艺装备的情况

下，他们仍然毫不放松“软管理”产生的“硬效果”。 

四、我们的出路 

在八十年代，为了整顿文化大革命给企业生产造成的秩序混乱，机械行业提出了一个口号“以

加强工艺管理、严格工艺纪律为突破口，提高工艺水平，深入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打一场提高产品

质量的硬仗”，明确地把工艺工作与质量管理结合在一起抓，这个指导思想我认为也是符合目前我

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进入九十年代后，衡器行业进行了大组合、大转换，特别是国家对衡器产业政

策“国退民进”实施以来，大量民营企业进入了衡器行业，由于这些企业偏重于“重产品设计、轻制

造工艺”的观念统治了行业的经营管理领域，因此“加强工艺管理、严明工艺纪律、提高工艺技术”

正是目前我们衡器行业所急需的工作，而且与目前我们正在贯彻的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有

异曲同工之处。在加强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方面，行业协会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组织优

秀企业的专家，抓住目前制造过程中的关键工艺技术，对一些制造工艺相对差的企业的技术人员进

行培训，以提高整个行业的制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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