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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當今企業產品規劃中，隨著企業和客戶需求的日益個性化，市場正在逐步進

入細分產品時代；因此，根據客戶需求而進行量身定做的產品已經被視作行業趨勢。

當前，市場上大多數的製造商都已經建立起一套客制化的管理體系，專門為顧客和

企業自身開發各種小批量、非標準的個性化產品。然而，大部分精雕治具企業已在

生產管理中加入了許多標準五金加工操作，由於客制化項目的不確定性使得企業進

行客制化專案時的標準化管理更加重要。由於相關產品的複雜性以及其所需要的組

織架構和專案管理工作的複雜性，客制化的產品除了在典型的產品專案中所面臨的

問題外，還可能會面臨許多特殊的問題，例如技術週期的不確定性、技術實現的不

確定性等；因此，客制化產品並不適用於傳統的大規模生產。高度標準化考慮了客

制化的專案風險管理的實際情況，在中國標準化管理這一領域，客制化產品尚未對

市場形成有效牽引，一些現行國內標準在對標國際標準、客制化要求時，存在明顯

不足；其次，企業缺乏標準化管理知識，沒有形成有效的客制化產品專案標準化的

管理機制。從管理的角度來看，系統地分析客制化產品專案的標準化特徵並為標準

化控制提供基礎是迫切和現實的。本文根據標準化管理分析框架的指導原則和客制

化產品專案的特點，結合現有文獻對客制化產品專案標準化管理的不足，建立了客

制化產品專案標準化管理框架。通過問卷調查與實地訪談等方法對 RS 公司客制化

產品標準化管理現狀進行調查分析。 

本研究從 RS 公司案例，得到了相關技術人員的大力配合，並在資料收集過程

確認專案資訊的真實性。本文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研究的目的

和重要性，第二是客制化產品公司的標準化管理概述，第三是 RS 公司客制化產品

標準化管理的現狀及分析。第四為 RS 公司量身客制化的產品標準化管理的實施策

略和保障機制。由於目前客制化的產品在工業生產研究領域是一個較新的領域，因

此，我國學術界目前的研究仍然處於早期階段，相關的文獻，尤其是針對客制化的

產品專案進行標準化研究的還有限。本文提出客制化產品專案的標準化管理功能，

並試圖為本人公司的客制化產品專案建設提供一個標準化的管理，同時試圖為這方

面的相關研究提供實踐參考。本文的結論基於技術公司所做出的對客戶和系統業務

部門的公司標準化評估專案指導和實用方法，進而實現技術型公司的規範化管理。 

 

關鍵字：客制化；標準化管理；標準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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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ABSTRACT 

In today's enterprise product planning, with the increasing personalization of 

enterprise and customer needs, the market is gradually entering the era of segmented 

products. Therefore, customized products tailored to customer needs have been regarded 

as an industry trend. Currently, most manufacturers in the market have established a set 

of customize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specializ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mall batch and non-standard personalized products for customers and their own 

enterprises. However, most precision tooling enterprises have added many standard 

hardware processing operations in production management. The uncertainty of 

customized projects makes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customized projects very 

important for enterprise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ed product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roject management work required, 

customized products may face many special problems in addition to the problems faced 

in typical product projects, such as uncertainty of technical cycle and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customized products are not suitable for typical large-scale 

production. Highly standardized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for customized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customized products have not yet formed an effective traction on the market, and 

some current domestic standards have obvious shortcomings in comparing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customized requirements. Secondly, enterprises lack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knowledge and have not formed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customized product pro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it is very urgent and practical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tandardized characteristics of customized product projects and provide a goal basis for 

standardized control. Based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stomized product projects, combined 

with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customized product projects.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for customized products at RS Company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on-site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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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obtained strong collabora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relevant technical personnel of RS Company through previous cases, and confirmed the 

authenticity of project information during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objectives and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secondly, an overview of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customized product 

companies; third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RS Company's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customized products; and fourthly,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RS Company's tailored customized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As customized products are a new thing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research,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s also limite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tandardized research on customized 

product projects.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customized product project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attempt to provid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for our company's 

customized product projects, and also hope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ompany's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project guidance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r customers and system business 

departments, and further realizes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bas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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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當前企業產品規劃中，隨著客戶需求越來越個性化，市場進入了一個細分化的

時代；因此，基於客戶需求的企業客制化產品已被廣泛視為行業的新增長點。目前，

市場上大部分生產廠商都已經建立了客制化的生產與服務部門，專注於設計和開

發小批量、不同標準的個性化產品，以滿足不同需求的客戶。市場競爭的加劇導致

市場細分和每個客戶群的數量越來越少，進一步提升了客戶對產品和服務個性化

需求的具體性和緊迫性。這種巨大的市場需求正在推動製造商提高標準化程度，說

明實現準確地預測和控制標準化對於工業和企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然而，實際應

用中，銷售人員經常忽略製造商的產品開發技能，只考慮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易用

性，導致許多客制化解決方案在協作初期就遭遇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少全面的

可行性、生產能力、開發週期和成本考慮。 

本文研究的案例公司 RS 科技有限公司的發展路徑有助於提供關於如何根據

客戶需求調整製造商的生產能力。RS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3 年，公司總部註

冊地址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是江先俊和江先彬兄弟的合資企業，2022 年度

該公司企業整體實現營業業務收入約為 2 億元人民幣。目前，公司有三個業務部

門，第一個是治具事業部，主要是研發，生產和銷售非標治具及測試設備。RS科

技在成立初期主要通過生產和銷售非標治具及測試設備來服務於 OEM 電子行業

客戶的需求，RS 公司生產能力主要分佈在長三角、珠三角和西南地區的工廠中。

後來，第二個是在 2017年成立了非標準自動化設備部門，為客戶提供完全定制的

自動化生產設備服務。第三事業部是數控機床部門，2010年在蘇州成立，於 2019

年在安徽省廣德市投資建廠，並將整個數控機床部門轉移到了這裡。這些調整都是

基於客戶需求的變化和對製造商生產能力的認識而做出的，可以說，RS科技相對

成功地實現了產能的快速調整和按客戶需求定位。 

製造商如何研究客戶的需求和消費行為，挖掘客戶資訊並預測潛在問題是關

鍵。要做到這一點，製造商需要進行市場調研和資料分析，收集客戶回饋和需求，

深入瞭解客戶的購買決策過程和行為習慣。通過這些資料分析，製造商可以發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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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潛在需求並預測市場變化，由此制定生產計畫和提高生產效率。此外，製造商

還需要建立良好的溝通和合作關係，並在樣品製作和生產過程中充分借鑑客戶的

建議和需求，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最終，製造商可以通過標準化管理

來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為客戶提供高品質的個性化產品和服務。 

第二節、研究目的 

客制化產品在市場上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而標準化對於客制化產品的重要

性也越來越明顯。標準化可以為客制化產品提供一個公認的、通用的標準和規範，

提高產品的品質和可靠性，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並提高市場競

爭力，和便於監管和法律適用。 

在企業的微觀層面，標準化客制化產品可以提高產品的研發能力，讓企業更好

地適應市場需求，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提高客戶滿意度，從而提高企業盈利能力。

在國家宏觀層面，標準化客制化產品可以提高國家的產業水準和核心競爭力，增強

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和抗風險能力，推動國家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 

然而，在中國，標準化客制化產品的研究和應用仍然不夠成熟，需要加強理論

研究和實踐探索，探索可行的標準化方法和客制化產品的增值策略。本文通過對案

例研究的 RS公司的標準化客制化產品進行深入分析，提出了針對中國本土企業標

準化客制化產品的研究架構，為中國企業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推動標準化客制

化產品在中國市場上的廣泛應用。同時，本文也建議企業充分利用國際標準和先進

經驗，推動標準化客制化產品的發展。 

第三節、研究意義 

時代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傳統的生產技術和產品已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新

時代追求的是個性化，產品客制化變得越來越普及。但是，客制化產品仍然存在如

下問題：首先，客制化產品生產的成本往往比傳統產品生產的成本高，因為需要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來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這也給客戶帶來了較高得購買價

格，限制了客戶群體的範圍。其次，客制化產品在設計和生產過程中需要與客戶密

切溝通，以滿足其個性化需求。然而，由於每個客戶的需求不同，客戶的交流成本

也會隨之增加。這可能會導致延遲產品的開發，增加生產期限和生產難度。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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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化產品的生產規模往往較小，生產的數量也很少，這對生產者的經濟效益和適

應市場變化帶來了困難。 

雖然客制化產品存在上述問題，但客制化產品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具有巨大

的價值。對於生產者，客制化產品可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品牌價值，擴大市

場份額；對於消費者，客制化產品可以滿足個性需求，提高購買體驗和滿意度。 

對於所有的投資專案來說，標準化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客制化專案與現有的

建設專案相比，更需要進行標準化管理。雖然客制化專案具有創新性，但是標準化

管理也在不斷地提高客制化專案的實際應用價值，並解決了實際流程中的許多不

確定性。客制化項目的標準化管理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優勢：第一，實際利益：借

助許多現成的案例和資料進行標準化管理，即使將風險降低了 1％，也能為整個行

業帶來可觀的收益；第二，專業化：系統的標準化管理可以使企業內部的分工更加

清晰、科學和高效。標準化的管理者不僅使他們成為各自的主體，而且使他們成為

一種職業，為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提供專門的管理顧問和服務。客制化產品開發的標

準化管理可以借鑒多種學科的理論、方法和工具，對專案的標準化管理進行研究，

形成有效的標準化管理理論。 

如果一個客制化的產品具有以下兩個特點，則標準化管理尤為重要。首先，更

有創意：如果已經確定兩個專案不完全相同，則可以幾乎免費地複製創意。其次，

客制化發展屬於沒有任何人為因素的開發專案，也沒有被公認為“自然法則”。許多

標準和法律規則都是基於實際經驗而制定的，因此它們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性並

且會受到各種市場因素的影響。這些標準和法律規則與現實背離，增加了客制化項

目的內在不確定性，並極大地增加了對標準化管理的需求。 

 

第四節、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 RS公司為例，就客制化產品企業的標準化管理現狀與優化路徑進行

研究。通過對其標準化管理現狀與優化路徑的研究，能夠深入探究客制化產品標準

化管理的特點與應對路徑，從而為相關企業提供經驗借鑒，並促進客制化產品行業

的發展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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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對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概述，深入

揭示了客制化產品的特點與標準化管理面臨的挑戰。其次，本研究通過對 RS公司

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現狀的調查與分析，對其標準化管理實施方案進行論述，探

討了該企業在標準化管理方面的優勢和存在的問題。最後，本研究提出了 RS公司

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實施策略和保障機制，旨在進一步加強該企業在客制化

產品行業的競爭力和市場佔有率。本研究對 RS公司的運營管理的分析也具有參考

意義，能夠為企業提供更為科學、高效的管理方案，提升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

力。同時，本研究可為其他客制化產品企業提供借鑒，並促進相關領域產品的生產

與品質管制水準的提高，進而促進整個客制化產品行業的進步。 

第五節、研究範圍 

經濟全球化是這個時代的獨特的特徵，其實質是通過世界資源配置的市場機

制將主權國家擴展到世界並走上市場經濟發展進程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

中，許多公司認識到標準是實現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並且是影響企業，行業

和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以在一定範圍內獲得最佳排序的活動。標準化的特徵是

簡化，集成，通用化和組合。客制化的產品企業可以通過對客制化產品的標準化管

理實現品質控制，以提高生產的效率，提高公司的市場競爭力。RS公司的研發產

品主要業務是滿足客戶多元化的企業產品需求，基於此進行研發及產品設計定制

生產，是集產品技術研發、設計、生產、銷售於一體的高新技術製造企業。目前在

RS 公司已經擁有研發技術工作人員 50 名，占員工人數的三分之一，累計自主申

請了專利 100 餘項，其中自主發明專利 10 餘項，多年來一直被當地政府評為“重

合同守信用企業”的榮譽稱號企業，並於 2017年獲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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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 

通過文獻研究法收集和分析相關文獻和資料，有助於本研究準確把握客制化

產品標準化管理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同時也有利於從其他企業通過文獻研究

法收集和分析相關文獻和資料，探討了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基本概念、特點和

意義，以及國內外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同時，通過案例學習，揭示了現有研究

中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面臨的挑戰，並借鑒其他企業的成功實踐，為本研究提供

理論基礎和實踐支援。 

 

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本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本研究利用“問卷星調查平臺”，通過

微信，對 RS公司內客制化部門的 110名員工發放匿名問卷，全部收回後進行資料

的統計與分析。 

問卷調查法資料收集效率高，調查過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資訊偏差。通過

利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和分析，可以得出客觀、可靠的資料，使研究結果更

有說服力。對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瞭解員工在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

方面的現狀和問題，同時也瞭解了員工對於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看法和建議，

為 RS公司在這一領域的優化提供參考和指導。 

 

三、實地訪談法 

實地訪談法是本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與問卷調查，實地訪談具有更強的針對

性，能夠深入瞭解受訪者的實際情況和觀點。通過訪談調查收集和分析資料，可以

更有效地瞭解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方面的情況和問題，並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

案。本研究在面談過程中，針對受訪者的工作經驗、認知水準以及對客制化產品標

準化管理的需求等內容進行交流，為公司在該領域的優化提供了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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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 

第一節、國外研究綜述 

國外標準化研究具有三個特徵：基礎理論更紮實；實踐應用更廣泛；全球視野

更開闊。 

首先，國外標準化研究的基礎理論更紮實。松浦四郎在其《工業標準化原理》

一書中對標準化的性質、目的、制定過程、評估有效性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將主要標準設定為“數量”、“語言和通信方式”、“數量和度量單位”以及“主要是幾

何數量的方向”，並將其作為基本主題。[1] 該書強調了量化評估標準化有效性的重

要性，討論了標準化的目標和原則、標準和度量標準、標準化與戰略管理等問題。

這些研究不僅在工業經濟時代的標準化研究領域確立了權威，而且對標準化理論

的後續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次，國外標準化研究更加注重實踐應用。他們將標準化視為一種管理工具，

能夠改進產品和服務、提高效率和效益，促進國際貿易和技術創新等方面。他們通

過實踐和案例研究來探討如何有效地應用標準化，並評估標準化對企業和社會的

貢獻。這種融合了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方法，使得標準化具有更廣泛的應用價值和實

際意義。[2] 

第三，國外標準化研究更加注重標準化的全球視野。他們強調全球標準化的重

要性，認為標準化是全球貿易和創新的關鍵因素。他們探討了標準化在國際貿易和

技術創新中的作用，並研究了全球標準化體系和國際標準組織。這種全球視野的研

究方法，為跨國企業和政府制定標準提供了參考，有助於促進國際標準化的發展和

推廣。 

自知識經濟和資訊時代問世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美國在標準化領域除了

專注於建立自己的標準化策略外，還關注了標準化與行業競爭力之間的關係。例如，

美國商務部在許多標準化研究中發佈了《標準化與競爭力專題研究報告》(2004)，研

究美國如何使用標準化方法參與其中，並將技術問題與所謂的“民族問題”聯繫起來

對技術政策做出了回應。[3]在學術上，美國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和改進，並對海外

產品在中國產品品質管制方面的標準化作用進行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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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研究《標準化與競爭力專題研究報告》，美國商務部探究了標準化如何促

進經濟增長和促進全球市場的開放競爭。該報告認為，如果企業採用國際標準並建

立自己的標準體系，它們將更容易進入全球市場，吸引更多客戶。此外，研究還發

現，標準化能夠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產品品質，從而增強行業競爭力。此外，美國

也在標準化領域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和改進。例如，他們將技術問題與“民族問

題”聯繫起來，制定了相關技術政策，促進了標準化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同時，

他們還對海外產品在中國產品品質管制方面的標準化作用進行了研究，通過定性

分析表明，海外產品標準化對提高中國產品的品質管制具有重要作用。[4] 

美國在標準化領域不僅著眼於建立自身的標準體系，而且關注標準化與行業

競爭力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和改進，並開展了海外產品在中國產品品質

管制方面的研究，為其他國家標準化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德國和英國的研究小組都是專門從事標準化研究的機構，他們致力於將標準

化應用到品質管制和產品開發等方面，並研究了標準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對

這些研究機構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瞭解標準化在實踐中的效力。研究方法包括

定量經濟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5]通過定量分析，研究人員得出了標準化對經濟增

長作出積極貢獻的結論。這意味著，實施標準化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經濟競

爭力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這項研究也提供了定量證據，證明瞭標準化在實踐

中的有效性，為標準化在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產業競爭力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提供

了參考和指導。 

德國和英國的標準化研究中存在一些不同。與英國的研究相比，德國的研究建

立的模型比較完整，包括了從微觀層面到宏觀層面的多個方面。但是這種方法也存

在一些缺陷，例如：德國的研究方法不僅局限於企業層面，還包括了政府層面和標

準化機構層面。這雖然使得模型更加完整，但是也使得研究過程更加複雜，難以確

定不同層面之間的關係和因果關係。德國的研究還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如研究資

料局限性和可靠性的問題，以及對不同類型企業和行業的差異化分析不足等。此外，

德國研究也忽略了標準化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只考慮了經濟因素，這可能會導致對

標準化效力的評估不夠全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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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德國的研究方法更加完整，但也存在一些缺陷，這提醒我們在進行標準化

研究時應該更加注重研究資料的可信度和適用性，並考慮到各種不同類型企業和

行業的差異性。同時，我們還應該從更廣泛的視角來考慮標準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

響，以便更好地評估標準化效力。[7]  

 

第二節、國內研究綜述 

標準格式的含義不僅僅局限於其原始定義，還包括說明、合同和規格等不同類

別。在全球範圍內，多數標準的制定和修訂都遵循市場運作的原則，並由地方政府

建立的權威機構編寫，在徵求各界意見的基礎上制定。這一制定機制的主要優勢是

可以保護各方利益，更好地滿足地方政府、業務單位、使用者和其他相關部門的需

求。許多外國企業的標準化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市場需求的基礎上的，這種模式不是

固定的，而是靈活變化的。標準化管理已經成為企業綜合活動的一部分，每個員工

都有著強烈的標準化意識，並逐漸地被吸收。這種標準化管理模式是基於企業需求

及市場變化不斷改進和完善的，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説明企

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佔優勢。[8]  

標準制定和修訂機制在發達國家中的主要優勢在於，它能夠保護各方利益，使

得標準能夠更好地滿足地方政府、業務單位、使用者和其他相關部門的需求。同時，

這種機制也能夠確保標準的合理性和適用性，從而説明企業提高產品品質和生產效

率，增強在市場競爭中的競爭力。許多國外企業的標準化管理模式不是固定不變的，

而是建立在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因此標準化並不僅限於特定部門或個人的活動，而

是已經成為企業整體活動的一部分。每個員工都普遍具有強烈的標準化意識，並逐

漸地將其融入到工作生活中。這種標準化管理模式基於企業需求和市場變化，通過

不斷改進和完善，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並有助於增強在市場競爭

中的競爭力。[9] 經過多年的探索，國內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已經開始開

展標準五金加工作業，並在各級機構開展了一系列優秀的企業標準化活動。國家標

準化機構也積極推動企業標準化工作的開展，為企業的標準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支

援和保障。通過最佳實踐的推廣應用，能夠進一步促進企業標準化的發展和增長，

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企業應該積極挖掘自身的優勢，開展多樣化、

個性化的標準化工作，為企業轉型升級與長遠發展提供有效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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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不僅影響行業的發展，也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競爭力。標準的制定與實行

對公司的市場競爭力和存續能力具有深遠影響。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國內一些大

型企業可以繼續建立適合本地區企業發展的標準化資訊管理系統，供各類企業參

考並應用於國內外市場。標準化在批准、設計、研製製造、圖紙和草圖的制定標準、

產品標準化的分析和評價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標準化旨在通過制定、審批並

實施標準，確保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和可靠性，同時也幫助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

成本。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國際標準化已成為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競爭的重

要手段。因此，國家應該積極支持企業的標準化建設，並在制定標準的過程中充分

考慮企業和市場的實際需求，以提升我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競爭力。[10] 

中國在標準化戰略的理論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在過去，只有很少的教科

書涉及標準化的基礎知識和實施方法。一些研究從國家角度出發，介紹了國家和國

際標準化的發展現狀，例如中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所發佈的《國際標準化發展研

究報告》等。[11]該報告主要介紹了國際標準化的最新進展，國際標準化戰略的實施

情況以及存在的重大問題，並未從理論上進行深入討論。對於中國標準化與經濟、

科學技術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和案例研究，以及標準化的定量評估和系統研究等

方面，國內外尚未有系統的研究。標準化策略的研究是一個持續加深的過程，需要

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斷深化和完善。在不斷推進標準化建設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總

結和積累經驗，開展深入的理論研究，提高標準化戰略的理論水準和實踐層次。同

時，還需要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學習借鑑國際先進標準化經驗，為我國標準化工

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針對標準化戰略的理論研究，有些學者認為應該從企業的角度來探討標準化

的方法和實踐，以促進企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這種思路與國家推進的“標準強

國戰略”密切相關。隨著全球市場競爭的加劇，標準化在提升企業競爭力和降低市

場風險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推動國內標準化戰略的理論研究和

實踐創新，將有助於提高我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為中國經濟的可

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12] 

標準化戰略是企業和國家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和重要策略，運用戰略理

論可以分析標準化戰略的特徵和重要性，探討微觀戰略對公司和國家在宏觀層面

的作用。中國在標準化戰略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目前提出的實施措施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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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充分和具體。應該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兩方面努力，提高標準化戰略的實施

效果和經濟效益。同時，還需要推動標準化科技創新和標準制定工作，加強國際標

準化合作與交流，共同推進全球標準化事業的穩步發展。[13] 

 

  

doi:10.6342/NTU202304343



 

11 
 

第三章、客制化產品企業標準化管理概述 

第一節、標準化管理內涵與特點 

一、標準化管理內涵 

（1）標準化管理 

標準是經認可組織批准的標準，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標準有著具體的定義、

確定的單位或基準、目標、措施、過程、方法、一般方法、功能、特性、性能、配

置、狀態、義務、力量、責任、行動、態度、概念或是提供一個概念等。標準可以

使用語言、文檔、圖紙等方式來描述，並規定了在一定時間內將其應用於模型、標

準樣品和其他特定表達方式等。國際標準化標準原理研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第二

個標準可以將該標準應用於公眾，並且各方可以合作。標準是在某個國家、地區或

國際公認的組織中創建、同意或實質性定義的基於結果的技術規範或其他檔，以促

進共同實現的最大利益。標準化的目的是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提高產品和服

務的品質，促進國際貿易和市場競爭。因此，制定和實施標準化戰略對企業和國家

都具有重要意義。[3]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標準在行業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當前，標準

化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領域，推動了科技進步，提高了產品品質，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企業的社會經濟效率，並衍生出標準化管理和實施的需求。有效的標準化管

理模式對企業內部的標準化實施至關重要。通過標準化的管理和實施，企業能夠以

標準化的形式組織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各種要素和環節，提高生產運行狀態和經營

方式的效率。而建立完整的管理模型，則需要針對不完整系統和未來建立健全的經

營管理機制，制定有效的標準化經營管理模式以進一步提高中國大型企業的經營

管理標準化和現代管理水準。[14] 

標準化建設是促進業務發展的主要組織形態之一，企業經營管理的標準化建

設更是邁向企業標準化經營管理的重要一步。建立和諧有效的管理標準是任何社

會制度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因此，中國需要加強標準化建設，推動企業在標準化管

理和實施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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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業管理標準 

企業管理標準是指對公司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定性描述的規範，主要關注“物”

與人員（即勞動部門）的生產和管理活動。標準化管理的核心是通過關注管理、聯

繫各部門、協調運營並引入科學、技術、方法和程式等方式提高產品品質管制，改

進生產和業務流程，加強市場競爭力。標準化管理的範圍從企業標準化管理模式到

企業組織和運營機制的指導、協調和監督、包括整個過程的實施、監督和評估、企

業標準化管理體系、企業文化管理和企業環境保護標準。企業標準體系包括管理手

冊、說明、操作說明和規格等檔，它是實現標準化管理的有力支撐。[10] 

標準化管理的核心是標準化管理系統，包括計畫、組織、訂購、協調和監督等

內容，用於集成和管理重複性和常見問題，標準化和優化公司業務流程。企業標準

化管理體系是我國大型企業實施標準化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代表所有參與

組織和實施的企業標準體系及其相關的業務體系、標準和所需工作條件的全體組

織和人員。 

服務子系統、人力資源管理子系統等不同部分，以實現全面標準化管理。標準

化管理涉及到企業文化的多個方面，包括精神階層、機構階層和物質階層。通用系

統包括業務系統、管理系統、財務系統和意識系統，其概念指的是根據企業文化的

特徵制定的各種法規、道德和行為守則。企業標準化管理系統需要涵蓋物料與供給

管理子系統、生產與運營管理子系統、銷售流程與售後。 

技術支撐體系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常用的標準化技術，品質控制子系統則

代表了公司全面的產品品質法規。標準化管理體系需要與企業的具體情況相結合，

建立一套適合企業的標準化管理體系，以提高運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 

二、標準化管理特點 

在標準化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標準的共同特徵，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

標準化在標準的獨特特徵中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1）科學化 

技術標準是根據技術進步和生產方法而形成的，旨在規定產品的性能、品質和

安全指標、測試手段和方法以及管理要求，確保其實施的科學檔。與行政法規相比，

科學的管理技術基礎更為牢固和科學。在生產實踐中，許多產品標準和系列管理標

doi:10.6342/NTU202304343



 

13 
 

準都被廣泛使用，例如物流、插頭和插座、大型機器零件的介面標準等。在一個越

來越複雜的工業部門，產品規格也越來越高，沒有一個公司能夠覆蓋整個產業鏈或

其生產的所有方面。因此，產品標準和協調是實現整個行業和產品互聯和對接的必

要銜接。[14] 

（2）經濟化 

標準化限制了產品類型、規格和技術指標的範圍，簡化了產品種類，並積極推

動原材料採購、生產過程和產品週期的優化，以顯著降低單位成本。此外，標準化

還促進了不同產品和行業之間的標準互聯，減少了由於重複生產和資源浪費而導

致的經濟損失。例如，據英國統計資料顯示，鋼鐵標準規範大幅減少了鋼鐵生產的

種類，提高了鋼材的適用性，從而減少了資源浪費。標準不僅是企業生產和管理的

技術依據和基礎，也是核對總和認證的重要依據。可以通過特定的技術和管理方法

對標準進行量化，識別標準與物件之間的差異，找出特定的差異並提供科學技術依

據，以實現產品的品質核對總和持續改善，包括試驗方法和衛生環境保護的標準。

現代標準化隨著我國現代工業大規模生產的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動而不斷

提升。[15]與以前的標準化和現代化相比，現代標準化具有許多新功能，包括國際化

水準的提高、標準化體系和管理的完善、網路化和智慧化程度的提高、系列標準的

應用增加、可持續性和社會責任的強調以及參與和交流的廣泛程度和深度的增加。

現代標準化將在全球範圍內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並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

展提供更廣泛、更深入、更科學的保障。 

（3）系統化 

在手工業時代，由於生產方式和分工未得到充分發展與應用，制定統一的國家

標準成為一個重要問題。這些標準既是手工業思想或由大師傳授給徒弟的技藝，也

是社會產品的標準。儘管這些標準的重要性和影響有限，它們的格式和內容相對簡

單，並且標準之間沒有太多調整的問題。然而，隨著大規模機械製造業的發展，專

業協作得到了迅速發展，生產過程中的聯繫和協調變得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標準

作為建立聯繫的重要紐帶變得至關重要。儘管產品的全面性和複雜性相對較低，合

作範圍也相對較窄，但單獨的標準仍可以解決問題。因此，大多數標準化活動都是

單獨策劃非結構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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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標準化是在傳統標準化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其原理、特點和技術

方法與中國傳統標準化有很大不同。由於標準化全過程是高度現代化和集成化的，

產品的生產或專案建設涉及數十個行業、數以萬計的企業公司和多個部門，所以標

準化在現代工業中的研究和應用主要採用系統分析。在整個體系中，建立了適合技

術水準和企業生產經營發展的標準體系。此外，標準指標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縱

向分析和橫向分析，衡量了系統分析的優劣和利弊。這才是區別於傳統標準化的真

正不同之處。因此，現代標準化工作是在系統理論指導下進行的，這也是現代科學

技術高度集成的必然結果。 

（4）國際化 

國際標準組織(ISO)成立於 1947年，旨在制定全球通用標準。與其他國際標準

組織合作，它為國際貿易和技術進步提供支援，並成為最有效的協調機構之一。ISO

制定的管理體系標準（如 ISO9001）和環境管理標準（如 ISO14001）已經被全球

許多公司採用。這些國際標準組織所制定的標準，可以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相互協作

和交流，為全球產業鏈提供了基本的通用語言和規則。在國際上，它在標準化領域

佔據主導地位。[16] 

自 20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參與到標準化五金加工活動中來，使

得標準化的國際化成為了標準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積

極參與這個國際標準化活動，包括除了國際和偏遠地區的標準化組織外，許多國家

的標準五金生產加工工作也具有明顯的國際特點。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標準化

活動不僅需要滿足國家的需求，還要滿足跨國企業和全球產業鏈的需求。為了確保

建立的合格評定制度不會對按照國家相關技術規則和標準所建立的合格評價制度

產生不必要的阻力，WTO的《技術貿易壁壘協定》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各參

與國家應根據相關的國際標準制定自己的相關標準，以確保標準化活動的國際一

致性和互通性。 

現代經濟快速發展的標誌包括科學技術的興起、新產品的不斷湧現以及市場

的快速變化。為了適應這一快速變化的經濟環境，現代標準必須不斷地動態發展，

並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標準化活動應該超越解決當前實際問題的範疇，還要考慮

到新情況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只有這樣，標準化才能更好地為生產、貿易和消

費者提供服務，並為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貢獻。在這個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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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和組織需要加強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動標準化活動向著更加國際化、高效化和

可持續化的方向發展。 

 

第二節、客制化產品企業標準化管理的價值與要求 

一、客制化產品企業標準化管理價值 

隨著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已成為趨勢。在這一背

景下，客制化產品企業逐漸嶄露頭角，它們通過高度定制化的產品和服務，滿足消費

者的獨特需求。本文基於對 RS公司的深入研究，總結出客制化企業的以下特點： 

（1）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客制化企業如 RS公司始終將客戶置於業務運營的核心地位。它們通過深入瞭

解客戶的個性化需求，進行產品的定制設計和生產，致力於滿足客戶的獨特需求。

這種運營模式不僅提升了客戶滿意度，還樹立了企業在市場中的良好口碑，為企業

贏得了競爭優勢。 

（2）市場競爭力強 

在當今的商業環境中，產品同質化現象愈發嚴重，標準化的產品很難在眾多的

競品中脫穎而出。然而，客制化產品恰恰打破了這一局面。客制化產品根據消費者

的個性化需求進行設計和生產，確保每一件產品都滿足消費者的獨特需求。通過提

供客制化產品，企業能夠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與市場上的標準化產品形成區隔。

在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同時，企業吸引了更多的客戶並提升了市場份額，從而

確保了在競爭中的領先地位。 

（3）管理複雜度增加 

客制化產品的管理複雜度較高，包括供應鏈管理、生產過程管理、品質管制等

方面。企業需要具備強大的管理能力和協調能力，以確保產品的順利生產和交付。 

（4）強調資料驅動決策 

客制化企業注重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將資料作為決策的核心依據。通過資料分

析，它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客戶需求、市場趨勢和業務運營情況。基於資料的決策有

助於提高決策的準確性和精確性，為企業制定戰略和計畫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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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客制化企業如 RS公司展現了一系列獨特的特點，包括以客戶為中

心的運營模式、市場競爭力強、強調資料驅動決策，這些特點使客制化企業能夠迅

速回應市場需求，提供個性化的產品解決方案，並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然而，

客制化企業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如管理複雜性和成本控制、跨部門協同、如何適應

快速變化的市場等。因此，進一步研究和實踐客制化企業的標準化管理非常重要。 

企業標準化管理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於實現科學、規範和高效地

管理，獲得經濟效益，促進可持續發展。[15]標準化的管理需要貫穿於整個企業管理

的各個方面，包括創新和再造生產流程，並以科學的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為了獲得

經濟效益，需要制定適應行業發展需求的技術和管理規範。在我國企業管理的標準

化建設中，全面實施最新標準對提高管理的標準化和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16]。集

成標準化管理可以整合規範和嚴格的法規遵從性，並實施綜合規範來管理各種生

產和其他工業活動的訂單，以滿足企業的標準化管理需求。[17]  

對於客制化產品企業而言，標準化管理不僅僅是一種管理工具，更是一種戰略

資源。[18]它貫穿於企業的各個層面，從產品設計、生產到市場行銷，都起到了至關

重要的作用。 

首先，標準化管理在客制化產品生產中對於提升生產效率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由於每個產品都具有獨特性，這導致了管理上的複雜性增加。然而，通過實施標準

化管理，企業能夠統一生產流程和操作規範，進而消除冗餘環節和資源浪費，使生

產過程更趨高效和流暢。員工在明確的任務指導下，減少犯錯機會，進一步提高生

產效率。因此，標準化管理在客制化產品生產中對於提升生產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標準化管理對保障產品品質起關鍵性作用。在客制化產品領域，產品品

質是關乎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通過標準化管理，企業可以確保生產過程中

的每個環節都嚴格遵循統一的品質標準。這種管理方式可以顯著降低產品的缺陷

率，並提升產品的可靠性。企業對品質的嚴格把控，使得客戶能夠獲得一致且穩定

的高品質產品，進而贏得客戶的信任，為企業樹立良好的市場聲譽。因此，標準化

管理在保障產品品質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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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標準化管理有助於企業實現規模效應。在客制化產品領域，產品的多樣

化導致管理成本增加，使得實現規模效應成為一個挑戰。然而，通過標準化管理，

企業可以在不同產品和生產批次之間共用管理經驗和資源，從而降低單位產品的

管理成本。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企業在採購、生產和銷售等各個環節的成本得到

進一步優化，實現了真正的規模經濟效應。因此，標準化管理成為企業實現規模效

應的關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實施標準化管理過程中，客制化產品企業面臨個性化

與標準化之間的平衡挑戰。過度的標準化可能削弱產品的個性化特點，而過度個性

化又可能增加管理的複雜性。因此，企業應巧妙平衡兩者，在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

的同時，保持內部管理的標準化。 

為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和客戶需求，客制化產品企業應致力於不斷完善

標準化管理體系。這意味著企業需要與時俱進地更新標準，並持續進行管理創新。

只有這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從

長遠來看，客制化產品企業應不斷完善標準化管理體系，與時俱進地更新標準，持

續進行管理創新，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和客戶需求。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在

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二、客制化產品企業標準化管理要求 

（1）客制化產品企業標準化管理的目標 

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目標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和戰略價值。在當前競爭激

烈的市場環境中，企業為了保持競爭優勢，必須不斷提高生產效率，確保產品品質，

降低管理成本，並實現規模效應。通過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企業可以對複雜多

變的生產過程進行統一、簡化和協調，消除浪費，優化資源配置，使生產更加高效、

精准。這種管理方式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還能大幅度減少產品品質的波

動，確保產品一致性和可靠性，從而最大程度地滿足客戶需求，增強客戶黏性。 

此外，通過標準化管理，企業可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系和制度，避

免管理上的重複浪費，降低企業管理成本。同時，標準化管理還有助於實現企業規

模效應。在客制化產品領域，由於產品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強烈，企業往往難以實

現規模效應。然而，通過標準化管理，企業可以將管理經驗、生產技術等進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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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用和共用，在不同產品、不同生產批次之間實現通用化、系列化、組合化。這種

管理方式顯著降低單位元產品的生產成本和管理成本，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奠定堅

實基礎。 

企業的標準化管理需要整合標準化和綜合標準，並科學規劃管理系統。在建立績

效模型和品質監督體系時，企業應正確引入良好的績效模型，優化品質管制方法，並

將品質監督管理系統與標準體系相互集成，形成統一框架。同時，企業還需考慮公司

經營特點，建立完整的品質監督體系，確保標準體系與實際生產經營相融合。[24] 

綜上所述，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目標不僅是提升生產效率、確保產品品

質、降低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賦予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推動企業可

持續發展。因此，企業應充分認識到標準化管理的重要性，明確其目標要求，結

合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標準化管理策略，不斷提升自身的標準化管理水準

和綜合競爭力，以應對日益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19] 

（2）客制化產品企業標準化管理的內容 

企業的經營人員應充分認識和重視標準化經營管理的重要性，而非僅追求“良

好標準化企業”的證書。領導者也不應將標準化經營管理當做一種形式，而應認真

對待工作，為公司的持續發展而努力。同時，企業應加強對標準化經營管理人員的

培訓，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和知識水準，以推進標準化經營管理工作。可選擇瞭解

技術、熟悉生產經營的員工進行培訓，讓他們瞭解國際標準化和標準化管理，從而

更好地推進企業的標準化經營管理工作。[23] 

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內容涉及到企業生產的各個方面，其具體實施包括

以下四個方面： 

生產流程標準化：在客制化產品生產中，流程的優化和標準化至關重要。為了

實現這一目標，企業需深入分析當前的生產流程，找出潛在的浪費和不合理的環節。

這可能包括冗餘的操作步驟、不必要的等待時間、低效的資源利用等。通過精益生

產方法等工具，企業可以消除這些浪費，對流程進行重構和優化，確保生產流程高

效、順暢地運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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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標準化：為了確保各個工序的操作一致且準確，企業需要制定統一的

操作規範。這些規範應明確各個工序的具體操作要求、標準操作步驟和注意事項。

通過培訓和教育，確保員工充分理解和遵循這些規範，從而減少操作失誤，提高生

產穩定性和效率。 

品質標準標準化：產品品質是企業的生命線，尤其在客制化產品中，品質的穩

定性至關重要。為此，企業應建立統一的品質標準和檢驗流程。這意味著從原材料

入庫到產品出廠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有明確的品質標準和檢驗方法。通過嚴格執行

這些標準和流程，確保產品品質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為客戶提供卓越的產品體驗。 

資源管理標準化：在生產過程中，原材料、設備、人力等資源的管理也需要標

準化。企業應實施統一的資源管理策略，確保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優化利用。例如，

對原材料進行統一採購和庫存管理，降低採購成本；對設備進行定期維護和標準化

操作，延長設備使用壽命；對人力進行統一培訓和調配，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通

過這種標準化的資源管理，企業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整體運營效率。 

（3）客制化產品企業標準化管理的具體要求 

建立標準化經營管理績效考核評估的監督機制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環節，保證

標準化經營管理制度的持續有效運行。採用 PDCA 循環模式，共分四個方面檢查

管理者的績效考核：計畫階段，制定考核目標和措施；實施階段，執行考核計畫並

收集資料；檢查階段，分析資料評價績效考核效果；行動階段，總結發佈考核資料

和評估結果，進行改進和調整。[21] 

企業需定期檢查標準化經營管理績效考核評估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並及時採

取矯正措施，確保評估方法客觀和合法。強調績效考核評估方法必須可行、實踐性

和科學，不應以犧牲員工和企業利益為代價。同時，企業應不斷完善品質監督抽查

考核機制，提升管理水準和競爭力，以更好地適應外部市場競爭變化。 

在創建企業文化時，標準化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企業應獎勵標準化管理

人員，鼓勵員工參與標準化管理活動，營造規範經營管理文化氛圍。同時，企業需

要正確處理不同管理系統之間的關聯性，並確保所有經營管理活動都致力於實現

標準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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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進標準化管理，職能部門應進一步完善保證機制體系，包括加大法律制

度建設投入、完善標準公式和應用程式、嚴格市場准入和標準化工作合格考核評定、

加強標準化推進工作的監督。這樣可以更好地推進標準化管理，並確保其合法性和

合規性。 

最後，企業應意識到標準化管理對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通過建立標準化管理

系統，企業能提高管理效率、優化流程、提升產品和服務品質，增強核心競爭力，

從而在市場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實現更高利潤和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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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現狀調查 

第一節、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現狀問卷調查 

一、問卷調查設計 

為了更全面地瞭解 RS公司內部客制化部門的運營狀況，並對部門流程、分工

及績效考核等方面進行調整，我們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本次問卷由人事部門在微

信群中發放給客制化部門的員工，共 110名員工需要參與調查。問卷內容要求員工

認真、客觀地填寫問卷，以確保調查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我們強調了問卷填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每位客制

化部門的員工都認真對待這次調查。填寫問卷的過程本身也是對員工自身工作狀態

和需求的反思過程，有助於員工更深入地理解公司的業務和發展目標，從而調整自

己的工作狀態和心態。同時，我們也向員工說明了這次調查結果將用於公司後續的

部門流程、分工及績效考核等事務的調整，以確保公司能夠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

提升整體業績。經過一天的時間，所有問卷均已收回，共收到 110份有效問卷。接

下來將對問卷資料進行處理和分析。通過這次問卷調查，我們希望能夠收集到員工

們的寶貴意見，為公司的後續調整提供決策依據。 

總之，通過這次問卷調查，我們期望能更深入地瞭解客制化部門的運營現狀和

員工需求，為公司未來的發展和改進提供有力支援。我們感謝所有參與問卷調查的

員工，他們的積極參與和認真填寫為公司的決策提供了有力依據。 

（如下表 4-1所示）報告了本問卷參與者的基本背景與 RS公司發展客制化的

相關資訊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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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RS公司客制化管理調查問卷 

 選項 

問題 A B C D E 

請選擇你的年齡段 18-25 26-35 36-45 46-55 55以上 

請選擇你的職務 工程師 
基層管理

人員 

高層管理

人員 
技術員 其他 

公司對於客制化專案的開

發回應速度是否及時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客制化服務是否按照評估

的相應週期交付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客制化項目最終是否達到

用戶預期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科研專案標準化成果規劃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公司標準化發展戰略規劃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企業標準對外公開聲明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資訊服務平臺建立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經費投入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監督檢查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體系建設及動態維護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制修訂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綜合要求實施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制度流程建設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資訊情報分析解讀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產品貫徹標準研究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培訓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法律法規政策解讀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商業價值評估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組織機構建設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適用性分析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標準化經濟效果評估 很好 一般 勉強 差 打分(0~10) 

 

二、問卷調查對象 

RS公司（成立於 2003年，公司致力於治具測試設備，自動化設備，精雕機，

高速加工中心，大型龍門設備的研發及生產，是一家集研發、設計、生產及銷售於

一體的專業化企業。）內負責客制化產品定制的技術部門的員工和總師事務處的工

程師共員工 1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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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結果 

對 RS公司收集到的資料進行描述性分析整理後，（如下表 4-2）的報告所示。

我們發現該公司呈現年輕化趨勢，在年齡結構上以 26~35 歲的員工為主，其次是

36~45歲和 46~55歲的群體。基層員工占比近 50%，技術人員比例較高，而高層管

理人員相對較少。針對這種年齡和職位分佈情況，RS公司需要制定相應的人才培

養和職業晉升計畫，優化組織架構，提高員工滿意度和團隊凝聚力。 

在客制化產品的標準化專案方面，RS公司有近 40%的專案及時交付，近 32%

的專案提前交付，但也有近 26%的項目延期交付。總體來說，該公司的客制化產品

標準化專案完成程度還不錯，但可以對延期交付的項目進行改進。然而，在科技化

產品的標準化專案開發回應速度方面，RS公司存在問題。近 51%的專案開發回應

速度不及時，只有近 30%的專案及時回應，甚至有 20%的客制化產品專案超出預

期時間交付。這可能會影響公司的交付進度和客戶滿意度，因此需要加強管理和技

術支援來提高專案的開發回應速度。 

在對客制化項目是否達到用戶預期的調查中，我們發現，RS公司有近 43%的

專案達到客戶預期，34%超出客戶預期，22%未達到客戶預期。針對未達到客戶預

期的專案，需要進行分析和改進，以提高客戶滿意度。此外，RS公司在科研專案

標準化成果規劃和公司標準化發展戰略規劃方面得分最高，表明公司的規劃能力

較強。然而，在客制化專案交付管理方面仍存在一定缺陷，需要進行改進。 

此外，RS公司在企業標準對外公開聲明和標準化資訊服務平臺建設方面也表

現較好，說明公司在形象和客戶滿意度方面有良好表現。客戶對公司產品研發部門

的技術水準也較為認可。標準化經費投入和監督檢查方面的分次高，說明公司在客

制化標準化產品的經費投入和管理標準方面相對完善，具備嚴格的要求。為進一步

提高客戶滿意度和實際交付水準，RS公司可以加強企業標準對外公開聲明、標準

化資訊服務平臺建設、經費投入和監督檢查等方面的工作。 

RS公司在標準體系建設和標準制定方面表現較好，但在標準化綜合要求實施、

制度流程建設、資訊分析解讀、產品貫徹標準等方面還有待改進。需要加強管理和

技術支援。從得分情況來看，RS公司在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培訓、法律法規解

讀、商業價值評估、組織機構建設、適用性分析和經濟效果評估方面得分較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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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方面，RS公司存在不足，需要加強和改進。特別是在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的人

才隊伍建設和相關培訓方面，還存在欠缺，需要加強員工培訓和教育，提高員工的

專業技能和標準化意識。 

表 4-2  RS公司客制化管理調查問卷基礎指標分析 

基礎指標 

名稱 樣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請選擇我們的年齡段 110 1.000 5.000 2.800 1.088 3.000 

請選擇我們的職務 110 2.000 6.000 4.260 1.026 4.000 

公司對於客制化專案的開發回應速

度是否及時 
110 1.000 3.000 1.960 0.755 2.000 

客制化服務是否按照評估的相應週

期交付 
110 1.000 3.000 2.020 0.820 2.000 

客制化項目最終是否達到用戶預期 110 1.000 3.000 1.860 0.670 2.000 

科研專案標準化成果規劃 110 1.000 5.000 4.160 1.131 5.000 

公司標準化發展戰略規劃 110 1.000 5.000 4.160 1.149 5.000 

企業標準對外公開聲明 110 1.000 5.000 4.100 1.074 4.000 

標準化資訊服務平臺建立 110 2.000 5.000 4.100 1.035 4.000 

標準化經費投入 110 1.000 5.000 4.060 1.018 4.000 

標準監督檢查 110 1.000 5.000 4.020 1.237 4.000 

標準體系建設及動態維護 110 1.000 5.000 4.000 1.088 4.000 

標準制修訂 110 1.000 5.000 4.000 1.143 4.000 

標準化綜合要求實施 110 1.000 5.000 3.980 1.152 4.000 

標準化制度流程建設 110 1.000 5.000 3.980 1.116 4.000 

標準資訊情報分析解讀 110 1.000 5.000 3.960 1.049 4.000 

產品貫徹標準研究 110 1.000 5.000 3.940 1.236 4.000 

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 110 1.000 5.000 3.900 1.182 4.000 

標準化培訓 110 1.000 5.000 3.900 1.199 4.000 

標準化法律法規政策解讀 110 1.000 5.000 3.900 1.249 4.000 

標準化商業價值評估 110 1.000 5.000 3.900 1.015 4.000 

標準化組織機構建設 110 1.000 5.000 3.860 1.125 4.000 

標準適用性分析 110 1.000 5.000 3.820 1.063 4.000 

標準化經濟效果評估 110 1.000 5.000 3.820 1.173 4.000 

由於 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專案仍處於開發階段，公司內部尚未建立完善

的獨立運作組織部門，從而導致各部門工作存在一定的不協調性。同時，在適用性

分析和經濟效果評估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夠完善，這反映了 RS公司在內部統籌

協調能力方面仍需加強和完善。隨著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的迅速發展，我們應更加重

視對相關法律法規的瞭解，以推動 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專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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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現狀訪談調查 

一、訪談提綱設計 

問題一：你參與的客制化產品專案的完成度怎麼樣？ 

問題二：客制化產品專案的客戶滿意度怎麼樣？ 

問題三：目前你認為 RS公司的客制化產品專案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 

問題四：對於 RS公司客制化產品專案存在的問題你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二、訪談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 RS公司各部門負責人和職工代表各五人。 

三、訪談調查結果 

表 4-3  RS公司客制化管理訪談結果 

訪談對象 對象 1 對象 2 對象 3 對象 4 對象 5 

職位 高級技術人員 高層管理人員 中層管理人員 基層管理人員 基層員工 

問題 1 完成率較好 完成率較好 完成率較好 完成率較好 完成率一般 

問題 2 較為滿意 十分滿意 較為滿意 較為滿意 不滿意 

問題 3 在進行產品研

究過程中，僅從

項目開發者角

度來討論產品

的客制化，所謂

產品研究不僅

是客觀的，而且

更多地是主觀

的並且和專案

參與者的各種

主觀偏好密切

相關。 

目前，公司在客制

化項目的風險管理

中存在客制化不足

和理論結構不足的

問題。因此，有必要

解決實際工作中的

一系列風險評估和

測量問題。儘管當

前許多項目都集中

在自訂項目的實施

階段，但我們不能

否認此階段創建的

風險是最集中的。 

客戶表達存在問

題。溝通不清楚，

表達不清楚，我們

無法完全表達我

們想要表達的內

容。資訊的不對稱

和溝通不暢會導

致產品生產困難。

生產的產品可能

無法滿足客戶的

實際需求。 

在研究過程中，大

多數客制化產品

具有強大的人為

因素和強大的主

觀要素，因此，要

減少產品客制化

的人為因素，我們

需要在產品研究

順序中關註定量

產品研究。 

由於生產人

員的能力有

限，某些生產

過程中生產

的產品可能

無法滿足客

戶的需求。 

 

問題 4 招聘員工必須

有嚴格的要求，

同時還必須加

強員工培訓。通

過定期組織講

師和員工的職

業技能培訓。. 

需要在生產前的準

備階段與客戶做更

多的事情。從客戶

的角度來看，客戶

要做的就是在產品

開發的早期階段組

織構想和計畫，並

將構想完美準確地

呈現給製造商。 

必須要做的是：請

勿根據客戶的理

解服用產品。聆聽

更多資訊，從多個

角度與客戶溝通，

並嘗試全面，透徹

地理解我們的真

實想法。 

提高生產人員的

能力和素質。生產

代表仍然需要實

現生產連結，生產

人員的能力和素

質過硬，充分瞭解

客戶的需求，生產

的產品與客戶的

需求非常吻合。 

我們可以及

時更新工作

結構，以更好

地滿足工作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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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現狀 

一、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現狀調查分析 

通過對 RS公司客制化管理調查問卷和管理訪談結果的資料分析，發現以下幾

個關鍵問題： 

（1）年輕的團隊與人才培養問題 

RS公司員工年齡結構以 26~35歲為主，這表明該公司的員工團隊年輕化。年

輕雖較可能帶來活力和創新，但也對公司的人才培養和職業晉升計畫帶來挑戰。為

滿足各年齡段員工的需求，公司需制定有針對性的培訓和發展計畫，並激勵員工提

升技能並增強職業素養。目前 RS公司實際的人才發展計畫，針對年輕的普通員工

往技術崗位進行培訓，技術人員往管理崗位培訓，管理崗位往分廠主管崗位培訓。 

（2）組織架構與團隊凝聚力問題 

基層員工占比近 50%，技術人員比例較高，而高層管理人員相對較少；這種職

位分佈可能影響公司的戰略規劃和決策。因此，RS公司需要優化組織架構，確保

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和合作，提高團隊凝聚力和員工滿意度。RS公司實際執行了阿

米巴模式，實行了小組制，小組制是由技術人員帶領操作人員，獨立接單，相當於

一個小組就是一個小廠，這樣打破了部門間的壁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3）客制化產品標準化專案管理問題 

雖然客制化產品的標準化專案完成程度整體上尚可，但仍有 26%的專案出現延期

交付情況。為提高項目完成品質，RS公司需對延期交付的專案進行深入分析和改進，

優化專案管理流程，提高交付能力和客戶滿意度。延期主要原因是沒有電子化看板，

手寫看板更新速度慢，會產生遺漏，導致客戶催貨才發現交期延誤，RS 公司現在上

線了MES管理系統，採用產品加工過程全程記錄和即時更新，降低了項目的延誤。 

（4）科技化產品標準化專案開發回應速度緩慢 

在科技化產品的標準化專案開發回應速度方面，近 51%的專案開發回應速度

不及時，原因是管理團隊對標準化專案帶來的短期利益不重視，因為標準化設計難

度大，短期收益小。這可能影響公司的交付進度和客戶滿意度。因此，RS公司應

加強管理和技術支持，並制定了獎勵機制，比如每個專利獎勵一定金額的獎金，提

高專案開發回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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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標準化綜合要求實施不足 

在標準體系建設和標準制定方面表現較好，但在標準化綜合要求實施、制度流

程建設、資訊分析解讀、產品貫徹標準等方面還有待改進。這說明 RS公司在標準

化管理的全面性和深入性上仍需提高。流程檔缺失是導致標準化實施不足的主要

原因，RS公司應該在這方面先入手。 

（6）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的人才隊伍建設和培訓不足 

客制化產品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相對薄弱，相關培訓也不足。這可能導致 RS公

司在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的推進過程中遇到阻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RS 公司要加強

組織技術骨幹人員參與內部和外部的培訓，以提高員工的專業技能和標準化意識。 

（7）內部統籌協調能力不足 

由於客制化產品標準化專案仍處於開發階段，公司內部尚未建立完善的獨立

運作組織部門，這可能導致各部門工作存在一定的不協調性。同時，在適用性分析

和經濟效果評估等方面的工作還不夠完善，這反映了 RS公司在內部統籌協調能力

方面仍需加強和完善。 

（8）對相關法律法規的瞭解不足 

隨著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的迅速發展，RS公司應更加重視對相關法律法規的瞭

解，以確保公司的標準化項目符合國家政策和行業規定，從而推動項目的順利發展。 

二、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積極因素 

（1）客制化產品專案的可行性性質 

由於 RS公司在前期實踐中取得了一定進展，並在內外部環境分析和發展策略

優化方面取得了成果，因此儘管在問卷調查中顯示仍存在協調整合方面的不足，RS

公司的管理標準對技術人員實施和執行相關技術標準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為了進行客制化產品專案的風險管理，RS公司將項目劃分為高級和低級兩類。

這樣做可以使操作人員和工程師更好地進行風險管理，提高項目實施的效率和準

確性。在通常情況下，超過 30%的專案的實施分析報告結果較低。因此，RS公司

將該閾值作為要求技術人員在客制化專案評估時必須達到的標準。此外，在項目評

估期間，RS公司將不可控因素的出現作為風險影響的預警節點，進一步提高了項

目實施的品質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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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制化產品專案的技術性質 

客制化產品專案通常由以客戶為中心、互動式控制的設備、子系統和功能模組

組成，涉及到多個元件，並需要進行高度定制化。工程師還需考慮設計道路與元件

之間的差異，系統結構的複雜性要求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具備高標準的知識儲備和

技能。[25] 

RS公司主營的五金加工項目一直被認為是風險非常高的客制化產品定制專案，

因為該專案需要將大量零散的資源與客戶需求和技術進行整合，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需要具備先進的技術和實現複雜項目的能力。在過去十年中，RS公司的許多客制化

產品專案體現了超越同行的技術特徵，這已成為 RS公司核心競爭力之一。 

（3）客制化產品專案的市場性質  

客制化產品與批量生產產品不同，個性化需求高。RS公司的客制化專案在確

認客戶訂單後，需要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進行技術實現，並要求客戶即時回饋和參與

度高。儘管客制化產品壽命短，但客戶依賴程度高，競爭機會有限。[26]簡言之，RS

公司的客制化產品市場較穩定，RS公司未來的業務活動和最終目標仍然是追求客

制化目標，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的同時，實現公司效益的最大化。 

 

三、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制約因素 

（1）資訊不對稱，生產廠商與客戶溝通易造成不暢 

由於產品客制化的特殊性，RS公司需在生產早期與客戶有效溝通，並記錄需

求以定制獨特產品。與批量生產不同，RS無法直接批量生產，導致生產過程和進

度難以控制。客制化產品個性化程度高，客戶需求可能在技術實現過程中變化。工

程師和技術人員必須與客戶持續溝通，避免誤解或無法滿足需求。 

在過去十年的客制化專案中，17%的專案因客戶溝通問題導致後期停滯。使用

者回饋顯示資訊不對稱和溝通不暢是影響客戶體驗的重要因素。這不僅困擾生產，

還使產品無法滿足客戶需求。 

因此，RS公司需要制定細緻管理方案和回饋機制，並根據回饋調整管理準則，

加強與客戶溝通，減少資訊不對稱。這將促進技術人員與客戶需求的匹配。 

 

 

doi:10.6342/NTU202304343



 

29 
 

（2）生產階段：生產人員的能力有待加強，產品品質把關不夠嚴格 

經過初步溝通，RS公司已瞭解客戶需求，但在生產階段可能出現問題，導致

產品與期望有差別。調查結果顯示，產品與客戶需求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人為因素

和硬體實現問題。其中，部分技術人員能力不足，在特定生產過程中無法滿足客戶

需求。其次，由於個性化程度高，無法進行即時測驗管控，導致產品測試不合格。 

為解決以上問題，RS公司採取了一系列改進措施。管理準則要求工程師和技

術人員在與用戶充分溝通後，嚴格執行規範。同時，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定期介入產

品質檢，確保產品品質符合客戶要求。工作標準明確各崗位元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

職責和許可權，避免責任推卸。通過這些改進，RS公司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

品質，提升客戶滿意度和競爭力。 

（3）缺乏完善的標準體系與相應的創新人才 

根據 RS公司的標準化管理實施過程和工程師調查問卷及訪談結果發現，高層

管理人員有時候未能充分分析市場和客戶需求，而設計過高的管理標準。雖然大部

分客戶的定制需求高於國家標準，但過高的標準體系有時候導致產品在測試階段

不合格。為此，RS公司需要加強對市場和客戶需求的調研，制定更適合實際需求

的管理標準，避免產品不符合客戶要求的情況發生。 

此外，年齡調查結果顯示，RS 公司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隊伍需要不斷更新。

儘管公司已採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員工的技能和素質，但仍需加強標準化人才的開

發和招聘，並尋求業內專家的指導和幫助，建立科研開發小組，提高創新能力和競

爭力。同時，對老員工進行教育和激勵，使他們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為公司作

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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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實施策略與

保障機制 

第一節、RS公司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現狀成因 

一、主觀成因 

為了在市場競爭中持續發展，RS公司需要不斷調整和優化企業戰略，以適應

變化中的市場和客戶需求。在過去的發展歷程中，RS公司進行了重大的策略調整，

包括軟硬體方面的調整，這些調整為公司打下了核心競爭力，使其在市場中保持優

勢地位。同時，在實施這些核心工作的過程中，RS公司運用了運籌學方法，如貝

爾曼-福特演算法，來優化決策，以更好地適應市場變化和競爭壓力。 

（1）企業發展早期的標準化項目戰略調整 

RS公司成立於 2003年底，初期伴隨著蘇州市外資企業的大規模進駐而經歷了

迅速的增長。然而，由於市場和客戶需求的不斷變化，公司不得不進行調整和改進，

以適應行業的發展趨勢。到了 2005年，公司發現其業績增長受到了三個主要因素的

制約：市場競爭激烈，競爭對手紛紛進入市場；客戶要求更快的交貨速度，而定制

非標準產品難以完全滿足；成本不斷上升，價格不斷下降，導致利潤受到擠壓。 

為應對上述問題，RS公司採取了三項關鍵措施。首先，通過投資購置機床以

提升交貨速度，同時提高了競爭者的市場准入門檻。其次，制訂了標準化的作業流

程和規範，從而增強了非標定制產品的設計和生產效率。最後，引入了全員計件工

資制度，以提升員工士氣和生產效率。雖然這些措施在實施過程中面臨一些挑戰和

爭議，特別是來自中層領導幹部的反對，但江總一直堅守以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為出

發點，積極推動全員團結合作，最終成功落實了這三項措施，為 RS公司後來的發

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機床採購方面，RS 公司的 CEO 做出了採購二手機床並採取統一品牌的決

策，這一舉措不僅節省了時間，還降低了成本。使得公司能夠快速適應和應對市場

變化，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盈利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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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標準化作業流程和規範對於2005年的治具行業來說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

由於該行業規模相對較小，企業規模有限，並且缺乏行業協會的支援，因此標準化

作業流程和產品設計規範需要由企業自行摸索和實踐。當時，治具行業尚未建立相

應的標準和規範，這導致了成本難以降低，製造效率提升和產品品質改進方面面臨

很大的挑戰。 

在這一背景下，RS公司組織技術骨幹進行了標準零配件和標準化加工工藝以

及流程的研發和設計，重新定義了大部分標準零配件，實現了成本、設計費用、製

造費用和管理費用的顯著節省。此外，RS 公司多年來不斷改進這些標準，目前，

治具行業的絕大多數公司都採用 RS 標準，從而規範了整個行業的生產和產品品

質，提高了標準化程度，並樹立了行業內的標杆。 

綜上所述，RS公司通過不斷的自身實踐和改進，不僅建立了企業標準，還推

動了電子產品夾治具行業的標準化和規範化，提高了整個行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

品質，同時成為其他企業效仿的楷模。至今，RS行業中的絕大多數產品都採用了

RS標準。（如圖 5-1所示），RS公司設計了上百款治具產品常用標準零配件，目

前已經有一些專業的零件廠商在一比一仿製生產，治具行業的廠商也有 70%以上

採用的是這套零配件，不僅幫助 RS公司以及同行們降低了零件成本，也方便了客

戶補充購買零備件。 

 
圖 5-1  RS公司部分標準化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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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RS公司著手組織設計部門編寫產品總體設計規範，並為每位元客戶制

定了相應的客戶設計規範。這是因為公司的產品均為非標定制化的，為了滿足不同

客戶和生產線的需求，必須根據具體要求進行設計。產品總體設計規範定義了通用

設計要求，而客戶設計規範則根據特定需求進行制定。這些規範化的標準檔使得公

司運營更為順暢，各部門之間的資訊傳遞更高效準確，員工培訓和輪崗管理也變得

更加簡便。 

當時在非標行業中，計件工資模式並不常見，通常用於單一產品大批量生產的

企業，例如服裝製造和五金零配件生產等領域。對於像 RS 公司這樣從事非標定制

的企業來說，缺乏先例或同行的可供參考經驗。幸運的是，在進行加工工藝標準化

的同時，正好結合標準加工工藝將工序和工步進行了細分，劃分為雕刻、組裝和其

他三個大工序。每個工序又進一步分為不同的工步，並根據每個工步所需的時間設

定了計件工資單價。對於工步時長不固定的情況，採用加工時長為單位元的計費方

式，例如，在雕刻工序中的大多數工步按時長計費。而對於工步時長基本固定的情

況，採用工步數量為基準的計費方式，例如，在組裝螺絲這個工序中，螺絲的計費

按數量計算。這種計件制度不僅可以更準確地計算產品的製造成本，同時還提高了

生產效率。 

（2）企業可複製發展之路 

通過 2005年的規劃調整，RS公司在軟硬實力方面實現了顯著提升，並確保了

利潤率。面對非標行業的不確定性，RS公司採取了“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的策略，

並通過不斷的管理和技術創新來適應市場變化。 

在過去的 20年中，非標行業經歷了許多不確定性。客戶流失可能導致業績大

幅下滑，正如一些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因客戶流失而破產，上市公司的股價也因此大

幅下跌。此外，中美貿易戰、疫情等黑天鵝事件增加了企業的不確定性。然而，RS

公司通過一系列的調整，成功地確保了利潤率的可控性。 

早期，由於產品交期短、零配件沒有標準等原因，RS公司關閉了在蘇州和上

海設立的兩個分廠，因為設備利用率低、成本高。這促使公司重新設計和制定分廠

計畫。現在總部能夠全方位支援分廠，包括技術、人員、設備和零配件等，並降低

了分廠開設所需設備種類和人員數量。分廠只需要在當地完成核心加工和組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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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盈虧臨界點也明顯降低，使分廠的開設更加可行。因此，截至 2022 年底，

（如圖 5-2所示），RS公司在國內通過蘇州和東莞兩個核心製造基地為主，增開

了 7家治具分廠。 

 

圖 5-2 截至 2022年底，RS公司據點分佈圖 

 

（3）企業垂直整合能力 

為了解決合成石原材料依賴進口的問題，RS 公司在 2008 年自主研發了合成

石，並採用 H 等級環氧樹脂作為膠合劑，選擇了高品質、低成本、產量穩定的自

產原材料。這一舉措大幅提升了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並受到客戶的認可，因為

它降低了合成石的價格，使其更具實惠性。 

從 2006年開始，RS公司的治具事業部通過改造標準作業流程和設備，降低了

對人員的依賴，靠設備來輸出產能。然而，原有老舊設備故障率高，導致工人承壓

過大。為應對這一情況，RS 公司採用了一人多機的工作模式。但隨著時間推移，

機床故障率逐年上升，迫使公司重新購買了大量國內外的機床設備。經過對比進口

設備和國產設備的優劣，（如表 5-1所示），RS公司發現雖然進口設備精度和品

質優秀，但購置成本高且維護費用昂貴；而國產設備雖然購買和使用費用較低，但

精度和速度不夠。這使得 RS公司陷入機床設備選擇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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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RS公司所採購的機床優劣勢 

機床

類型 

能否

沖水 

主軸

功率 

驅動

方式 

幅面

大小 

床身

材料 

通用 

CAM 

IPC

控制 

自動

對刀 

自動

保養 

自動

換刀 

國產 × × × √ × √ × × × × 

進口 × √ √ × √ √ √ × √ √ 

 

2010年，RS公司總經理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既然我們非常清楚作為機床

用戶的需求，為什麼不自己製造機床來滿足我們的生產需求呢？公司在一年內進

行了設計、打樣和組裝工作，成功生產出了第一台自製的新型機床。這些新機床根

據現有需求進行了改進設計，非常適合 RS公司治具事業部的使用要求。目前，RS

機床事業部已經為治具事業部開發出了第四代最新的機床，一個人可以輕鬆操作

十台以上的機床，穩定了治具事業部的工資占比。截至 2022年，機床的年銷售額

已達 8,000萬元人民幣，在國內同行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合成石材料和機床是 RS

公司夾治具產品的核心硬體，公司必須適應時代的快速發展，並繼續關注核心產品

的開發。 

（4）軟實力的發展給企業帶來的核心競爭力 

面對 2020年的突發疫情和中美貿易戰對RS公司夾治具和自動化行業的影響，

大部分客戶都是出口歐美的電子產品代工企業，訂單數量減少了 30%~40%。機床

行業也受到相同打擊。為了應對這一危機，RS公司採取了兩項措施來提高生產效

率。首先，實施了MES系統，即生產製造執行系統，用於即時監控生產過程，提

高生產效率和品質控制。該系統可分配任務給生產線上的每個環節，並控製成品品

質。其次，引入了阿米巴模式，引入阿米巴模式之前，企業的組織架構（如圖 5-3

所示），採取的是傳統部門制，我們發現在非標定制行業效率非常重要，傳統的部

門制由於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溝通效率低下，根本不能適應短平快的節奏，所以我們

效仿了阿米巴管理模式，在公司內部按照事業部或團隊劃分不同的“阿米巴”，每個

阿米巴負責自己的成本和收益，能夠自我管理和調控，根據經營狀況自主調整生產

線和員工分配。這種經營模式有助於更好地管理內部成本，加強團隊合作和內部溝

通，提高企業效益和競爭力。組織架構演變成（如圖 5-4所示）。這種阿米巴小團

隊跟早些年中國軍隊打造合成營的模式很類似，小團隊內部溝通協調回應速度非

常快，團隊目標也非常一致，非常適應非標定制行業這種短平快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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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RS公司生產部原組織架構  

 

 
圖 5-4  RS公司阿米巴模式生產部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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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公司的MES系統是在現有的 SAP企業管理系統基礎上開發的，主要用於

管理生產單和員工計件工資的無紙化操作。通過使用這個系統，RS公司解決了以

前使用紙質生產單和計件單所導致的低效問題。此外，生產部採用了 3~5 人一組

的阿米巴管理模式，每個組對應一部分客戶，並配備一些常用設備，組長負責管理

和任務分配。在MES系統的支援下，東莞公司在 2022年實施半年後，（如圖 5-5

所示），訂單平均出貨時間從 7.7 天降低到 5.42 天。未結案日均生產單數量也減

少，從 240單減至約 150單。同時，晚班所需人員數量也顯著減少。這些措施顯著

提高了 RS公司的生產效率和管理水準，增強了競爭力。 

 

（天） 

 

圖 5-5 東莞 RS公司 2022年下半年月生產單總數量和平均出貨時長 

 

RS 公司在過去的 20 年中，通過標準化作業程式和優化標準化零配件和設備

等專案，極大增強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並對公司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標

準化作業程式確保每個產品都按照相同的標準進行生產製造，提高了產品品質和

生產效率。而優化標準化零配件和設備專案則説明企業採取更有效的生產流程，為

RS公司帶來了更大的靈活性、效率和盈利能力。這些措施不僅促進了公司的創新

和升級，還推動了公司的發展和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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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觀成因 

（1）B2B 

第二屆中國電子商務大會的成功說明瞭 B2B 電子商務的基礎是企業家精神、

B2B電子商務投資與內部關係的重建，以及 Internet和金融投資。在互聯網+時代，

傳統的電子商務公司一直與互聯網保持聯繫，以應對互聯網帶來的發展機遇。 

HC Network是一家經驗豐富的 B2B公司，他們計畫通過垂直和分段佈局來實

現過渡到 B2B 2.0，並與互聯網公司合作以實現他們的發展目標，從而確保線上交易

市場的發展。HC Network是一個專注於工業產品的 B2B交易平臺，他們在工業產

品垂直領域進行了深入開發，將每個類別細分為 9個垂直電子商務公司，包括消費

電子產品和汽車等。除了標準產品，HC Network還管理非標準產品。與標準化產品

不同，非標準化產品的貿易方式有很大差異。通過非標產品貿易，HC Network不僅

完善了產業鏈的資訊流、資金流和物流，而且具備了完善的產業鏈治理能力。特別

是在整個產業鏈的貿易過程中，非標商品往往是定制化的產品，因此這些客制化因

素會具備較強的市場競爭力。[27] 

在 B2B 2.0時代，建立高效的電子商務團隊對於 RS公司實現產品價值增長和

交易順利進行至關重要。隨著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企業需要一支熟練運用電子商

務技術的專業團隊。這樣的團隊可以提高管理效率，降低運營成本，並通過電子商

務平臺快速開拓市場，加強與客戶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提高客戶滿意度。[28] 

為了建立高效的電子商務團隊，RS 公司應該通過招聘、培訓和考核等方式，

不斷完善電子商務團隊的人才結構和素質。這包括招聘互聯網前端和後端技術人

員、資料分析師、客戶管理人員和內容製作人員等多個職能，以滿足公司在電子商

務領域的需求。 

此外，RS公司應該加強電子商務平臺的建設和維護，打造高品質的電商環境。

這包括加強資訊安全措施，優化平臺伺服器配置，並持續更新和升級平臺功能，以

提供高效、安全、使用者體驗優秀的交易平臺給客戶。總而言之，在 B2B 2.0時代，

加強電子商務團隊建設對於 RS公司提高市場競爭力和實現業務增長非常重要，這

也是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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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性化的發展趨勢 

客制化的理論和概念在未來 20年十分重要。瞭解商業理論和概念有助於把握

商機，適應工作環境的變化和技能需求的更新。[16] 

對於客制化的業務活動來說，核心是顧客需求驅動。企業必須根據顧客實際需

求提供相應的產品和服務。這要求企業不斷關注顧客回饋和需求，不斷改進和更新

產品和服務，以滿足顧客的個性化需求。[29] 

客制化業務的經費控制對企業的管理要求較高。企業需要根據行業預算績效

管理的目標制定標準和規範，建立標準化體系的框架，並對員工進行培訓，推廣應

用標準化體系，並建立監督評估機制等。[30] 

客制化的業務活動要求企業具備更高的靈活性和創新性，因為顧客需求千差

萬別。企業需要快速回應顧客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解決方案，這要求企業具備強大

的研發能力、生產能力和供應鏈管理能力。[31] 

客制化的業務模式也需要調整和優化管理和組織方式。企業需要打破傳統的

組織架構和流程，建立更加靈活和高效的團隊，以便更好地回應市場需求和變化的

市場環境。[32] 

總之，客制化的業務活動是一種前瞻性的商業模式，有助於滿足市場需求、提

高競爭力和創造商業價值。實現這種模式需要企業在人才、機制、創新、管理等方

面進行全方位的調整和升級。標準化模式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市場需求。隨著市場競

爭加劇和消費者需求的變化，企業必須追求差異化和客制化，以滿足個性化需求和

提高競爭力。 

對於 RS公司來說，要實現客制化的業務模式，必須加強對市場需求和未來發

展的瞭解，進行客制化專案管理。包括加強市場研究能力，瞭解市場需求和趨勢，

並及時更新產品和服務以滿足客戶需求；建立強大的專案管理團隊，提高專案交付

效率和品質；優化企業流程和管理方式，以快速回應市場需求；強化內部協作和溝

通，打破傳統組織架構，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總之，客制化已經成為企業

追求差異化和競爭優勢的重要方式，實現這種模式需要綜合改革和升級，涉及市場

研究、專案管理和組織管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升級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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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電子商務大會的成功說明瞭 B2B 電子商務的基礎是企業家精神、

B2B電子商務投資與內部關係的重建，以及 Internet和金融投資。在互聯網+時代，

傳統的電子商務公司一直與互聯網保持聯繫，以應對互聯網帶來的發展機遇。 

 

三、五力分析 

2005年，隨著大量 EMS行業的湧入中國，夾治具行業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

展，市場已經開始充分競爭，並且電子產品也越來越追求個性化，如果不能時刻保

持企業自身的競爭優勢，隨時都有可能面臨各種風險，鑒於當時的市場行情，通過

五力分析如下： 

（1）與供應商的談判能力 

生產一套夾治具，主要零組件包含合成石（玻璃纖維板）、擋錫條、固定用壓

扣、蓋板壓桿、蓋板壓頭、蓋板固定卡勾等，由於當時產品設計缺乏規範，所用的

規格五花八門，拿壓桿螺絲舉例，蓋板壓桿的長度需要根據客戶的零件高度來設計，

比如電容，電容的高度尺寸非常多，導致我們在每次設計蓋板壓桿的時候都會出現

上十種規格，每種規格一次使用的數量從幾十顆到上百顆不等，需要供應商按照設

計規格來車床加工，這種小批量加工的成本非常高，車床加工後還要進行電鍍處理，

早期每支壓杆的單價在 1.6~1.8 元左右，隨著採購量的逐步上升單價縮減至 1.0~1.2

元左右，但每次的加工時長約在 4~5天。採購面臨的壓力非常大。 

RS公司組織技術骨幹進行制定零配件標準時，第一想到的是如何攻克這道難

關，RS公司的技術骨幹根據客戶產品的特性定義了三款蓋板高度，並分別設計了

27MM、36MM、42MM高度的蓋板鉤子，根據客戶產品的零件高度來選擇這三款

蓋板鉤子，零件普遍較高的，選擇最長的蓋板鉤子，反之選短的，這樣依賴，所配

合使用的壓杆規格就隨之減少了許多，最終定義了 35MM、40MM、45MM、50MM、

55MM五款規格（參見圖 5-6）。要求供應商按照這六款規格批量生產，價格由原

來的 1元/支左右降至 0.3元/支，RS公司 2006年採購蓋板壓桿約 6萬隻，僅憑這

一項，節省了 4萬多元成本。2010年通過再一次的技術改造，將這 5款規格壓桿

設計成半牙螺絲，交由專業螺絲廠負責生產，成本再次壓縮，目前的採購價格已經

降至 0.16元/支。標準化的生產也將圖中藍色的蓋板鉤子和蓋板導柱的成本縮減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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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蓋板標準化設計參考示意圖 

 

再以夾治具最重要的原料合成石材料為例，2005年，有兩家進口材料供應商，

分別是勞士領和伊索拉，這兩家廠商都分別都提供了標準型、防靜電型、感光防靜

電型三款合成石板，而每一款的厚度都有上十個不同規格，由於缺乏其他競爭對手，

兩家進口材料廠商價格一直維持在 320元/公斤。然而，後來 RS公司決定統一選用

防靜電型的 5MM 和 6MM 兩種厚度規格，並將需求量集中採購，這樣才成功將這

兩個規格的價格降至 290元/公斤。僅在 2006年，RS公司就節省了大約 10萬元的

成本。 

類似的例子在 RS 公司成立的 20 年裡不勝枚舉，通過標準化操作流程，不僅

提高了與供應商談判的能力，還幫助供應商降低了成本，實現了雙贏局面。 

（2）客戶的議價能力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B2B（企業對企業）的生意通常取決於供應商和客戶的

規模，規模較大的一方通常具有更多的議價權。夾治具行業正是一個典型的情況，

其中客戶的規模遠大於供應商。這些客戶通常是跨國超大型企業（請參見圖 5-7）。

RS公司深刻理解這一點，為了爭取盡可能多的議價權，他們知道必須在產品創新

設計方面下更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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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RS公司客戶群 

 

通過定制鉚釘進行開模，組裝配件無需穿透材料，僅需使用鉚釘並採用緊配工

藝即可完成零配件的組裝。這不僅可以降低夾治具的維護頻率，還能確保在高溫環

境中夾治具不會發生卡板現象。同時，這也有助於減少客戶產品在 RoHS方面的潛

在問題。一經推出，客戶的反響非常積極，以至於許多客戶要求將鉚釘裝配工藝應

用於夾治具的全面生產，導致同行紛紛效仿。 

（3）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最容易培養潛在競爭者的一般都是有足夠利潤空間的行業，RS公司在應對潛

在競爭者最好的辦法就是降價，但又不能降低產品售價的利潤率，標準化作業流程

和零配件就發揮了作用，特別是在降低成本方面有了巨大的幫助。 

其次一個比較大的潛在競爭者就是員工離職創業與老東家競爭搶市場，很多

企業主都在這方面栽了跟頭，培養了一個又一個競爭對手，RS公司採取了多項措

施來應對這種情況。首先，RS公司一直以來將標準化零配件的模具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其次，RS引入完全定制的企業管理軟體，這既方便了自身的運營，還提

高了行業准入門檻。第三，今年 RS公司還設計了一套體制內創業機制，計畫投資

有創業意圖的員工，已經在東莞公司成立了共用工廠，RS公司依靠自有物業與設

備的優勢為創業員工提供扶持，員工完全輕資產入手，依靠 RS公司平臺來接單生

產，目前已經有兩名員工參與了該專案，就目前的運行狀況來看，專案實施已經具

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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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替代品的威脅 

自 2003年以來，電子製造行業的發展速度逐漸減緩。往往在行業遇到瓶頸時

才會迎來巨大的變革。RS公司深知這個道理，因此一直積極擁抱新技術，與客戶

合作參與新工藝和新產品的研發與設計。RS 公司在不斷提升軟硬體實力的同時，

也有著應對最壞情況的計畫。自 2010年起，他們開始研發和生產數控設備，旨在

創建企業的第二增長曲線。 

（5）與同行之間的競爭優勢 

首先，RS公司得益於計件制管理模式，極大的提高了人均產值，並壓縮了管

理人員比例，通過我的走訪調查發現，我發現夾治具行業的平均人工占比約為

20%~25%，而 RS公司的人工占比一直以來均保持在 16%以下。 

其次，由於 RS公司一直推行夾治具尺寸標準化，通過非標尺寸與標準尺寸套

料切割，使材料利用率高於行業 5%。 

第三，通過生產工藝標準化以及設計規範標準化，RS公司的產品客戶驗證一

次性通過率平均高於現有競爭對手 8%，達到 82%。目前，RS公司服務的客戶中，

RS公司的佔有率都在七成以上。 

 

第二節、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實施策略 

一、完善組織結構，達到標準化要求 

標準化管理對企業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它能夠規範內部管理流程，提高生產效

率和品質，同時降低成本，增強企業形象和競爭力。但是，企業要實施標準化管理，

必須根據自身的發展戰略和組織結構，制定符合實際情況的標準化體系。這需要高

管人員參與公司的戰略規劃和標準化管理的[33]制定。 

在構建標準化體系前，RS公司準備了相應的標準設施和企業管理系統。通過

制定有效的標準化機制，確保標準化體系能在企業內順利、有效地實施。同時，為

了規範化管理，RS公司也建立了優秀的兼職企業標準化隊伍，此隊伍根據有關部

門發佈的規章制度執行標準化管理任務，進一步完善標準化組織，並規範生產技術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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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標準化管理的有效實施，注重內部流程管理和品質控制是關鍵。RS通過建

立統一的標準體系和標準化流程，實現了管理的規範化和標準化。不僅如此，企業

也強化了對員工的培訓和管理，並建立了科學、有效的績效考核體系。這不僅提高

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還提升了生產效率，從而進一步增強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針對標準化管理的需求，RS公司採取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例如，公司積極

招聘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專業標準化人才，如 ISO 標準實施和審核、品質

管制體系的建立和改進等方面的專家。這些人才成為了企業標準化管理的核心團

隊，他們提供全面的標準化管理服務，並為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為了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RS公司建立了評估體系，包括員工學習和培訓

的效果評估、工作績效評估以及獎懲制度。此外，RS公司提供合理的薪資待遇和

福利，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並提供職業發展規劃，吸引優秀人才，提高員工滿意

度和企業吸引力，確保“高薪”員工為公司提供動力，支援整體的標準化管理工作。 

綜上，RS公司的實踐經驗顯示，標準化管理不僅有助於提升企業的整體運營效

率，還是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立足的關鍵。為了實現有效的標準化管理，

企業必須從戰略高度出發，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並實施一套完整、科學的標準

化管理體系。 

 

二、科學籌劃整合企業管理體系 

企業標準化管理的執行需要高級管理人員的支援和認可。因此，企業應確保高

級管理人員充分理解企業標準化管理的重要性，並為此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支援。[36]

在進行標準化管理時，企業應設定嚴格的標準，並確保企業在整個標準化過程中嚴

格執行這些標準。可以通過建立合適的績效模型和品質體系來實現。企業標準化管

理還應關注企業發展問題，以確保企業在不斷發展的語境下保持標準化水準。同時，

企業還應注重對標準化管理人員的培訓和提高，以確保他們充分瞭解國際化的標

準和標準化管理工作，熟悉公司的生產和運營狀況。[34] 

對於企業來說，避免形式主義和“面子工程”，真正將標準化管理作為提升內部

管理水準的途徑，是至關重要的。[35] RS公司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因此企業領導者

積極對待標準化管理工作，不僅貫徹執行嚴格的標準，還在實踐中逐步完善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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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體系。這種認真和執著的態度，使得 RS公司的整體標準化水準得以持續提升，

進而實現了標準化管理的卓越，並提高了運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 

為了真正實現企業內部管理的標準化，RS 公司注重正規化集成標準的建設。

在企業內部，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標準，這些標準涵蓋了品質、環境、健康、

安全等多個方面，確保企業運營不僅滿足國際和國內的相關法規和標準，還與企業

自身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除了制定這些標準，RS公司還進行了企業管理系統的科學規劃和整合。通過

梳理、整合各項管理流程，建立了完備的管理制度和指導性文件。為了確保這些標

準和檔的有效性、可維護性，RS公司採用了內部認證和審核程式，使得標準化管

理真正落到了實處，發揮了應有的效果。 

為了不斷優化企業管理方法，RS公司引入了優秀的績效模型。這些績效模型

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更是與企業實際運營緊密結合的實用工具。例如，以客戶為中

心的管理、全員品質管制、過程改進、持續改進等模型，都在 RS公司得到了廣泛

的應用，為企業標準化管理水準的提升立下了汗馬功勞。 

同時，RS公司還將品質管制體系與標準體系進行了集成，形成了高效、統一

的管理框架。這種集成不僅有助於企業更好地捕捉運營資料、分析問題，更為持續

改進提供了有力的支援。生產標準化品質管制對於 RS公司來說，是提高產品品質、

降低成本的關鍵。因此，公司在生產環節也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則，如強調客戶導

向、堅持實施預防措施、常態化地持續改進、重視員工培訓和實行結果導向等。這

些原則確保了生產品質的穩定，為公司贏得了更多的市場份額。 

綜上所述，RS公司的成功實踐再次證明，企業標準化管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

要整合多種因素。只有在正規化集成標準、科學規劃和整合企業管理系統、引入良

好的績效模型、品質管制體系與標準體系的集成以及記錄和管理企業運營特徵等方

面下功夫，企業才能真正實現優化經營管理、提高品質水準和持續改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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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客制化產品標準化管理的保障機制 

一、動力機制：激勵與約束 

在現代化企業中，各部門的分工明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同時也增加了部門間

的相互依存關係。[38]每一個部門的順暢運作都成為了其他部門業務發展的前提與

保障。但由於各種主觀和客觀原因，部門間的工作進度常常出現不同步的現象，這

不僅制約了各部門的發展，還導致了資源的浪費。因此，對於 RS公司而言，內部

的協調與協作顯得尤為重要。通過科學的管理方法和機制，公司可以更為合理地調

整部門間的關係，對任務進行高效分配，建立一個緊密的溝通與協作體系，從而實

現各部門的協同發展。 

RS公司在實施標準化管理的過程中，將標準分為強制性和推薦性兩類，以適

應市場的變化，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進而獲取競爭優勢。然而，在實際運營中，貿

易壁壘和市場規範對公司的執行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為了持續保持市場優勢並維

護自身的利益，RS公司認識到在聯盟中開展業務並確保內部管理的標準化是至關

重要的，這不僅有助於實現經濟利益，更對公司的長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在現代化企業中，各部門的分工明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同時也增加了部門間

的相互依存關係。每一個部門的順暢運作都成為了其他部門業務發展的前提與保

障。但由於各種主觀和客觀原因，部門間的工作進度常常出現不同步的現象，這不

僅制約了各部門的發展，還導致了資源的浪費。因此，對於 RS公司而言，內部的

協調與協作顯得尤為重要。通過科學的管理方法和機制，公司可以更為合理地調整

部門間的關係，對任務進行高效分配，建立一個緊密的溝通與協作體系，從而實現

各部門的協同發展。 

協調機制在公司內外關係中起到了橋樑作用。它不僅可以協調公司內部的關

係，還可以平衡公司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明確各自的職責與目標，確保各項活動的

順利進行。在標準化管理模型中，協調機制涵蓋了概念、目標、行動計畫、內容、

行為及回饋等多個方面的協調。為了實現這一協調，全程需要各利益相關者的緊密

合作與順暢溝通。[39] 

為了發揮協調機制的最大效用，一個完善的平臺是必要的。這個平臺應融合標

準化管理組織與真實的管理流程，能夠運用合適的機制對衝突進行管理和協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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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平臺上，RS公司進一步完善其標準化管理體系，明確各部門的職責與許可權，

制定具體的行動計畫和內容協調機制，並對員工行為進行規範。此外，一個有效的

回饋機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及時對管理體系和協調機制進行調整，進而促進

各部門間的深度合作，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及市場競爭力。 

 

二、評價機制 

評價機制在 RS公司的管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通過定期評價公司面臨的

約束條件，RS公司能夠迅速發現並解決運營過程中的問題，從而實現運營過程的

優化。以供應鏈為例，評價機制幫助公司察覺到其中的冗餘流程，經過優化後，公

司整體運營效率明顯提升。這個例子驗證了評價機制在解決約束條件問題上的有

效性。 

同時，評價機制在提升 RS公司的人員、事物和內部操作能力上也表現出色。

通過定期評價這些要素的表現，公司能準確找出短板，進而確定解決方案。員工培

訓體系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評價機制揭示了原有培訓體系的不足，促使公司做出

改進，如增加與時俱進的課程。這些變革不僅使員工技能和效率得以提升，也確保

了培訓內容的實用性。這個例子進一步印證了評價機制在推動企業內部改進中的

實用價值。 

隨著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和企業發展的需求，評價機制在 RS公司的未來發展

中將持續發揮重要作用。通過不斷完善和改進評價機制，RS公司能夠更準確地識

別市場機遇和挑戰，調整自身策略，提升競爭力。評價機制還有助於企業內部的持

續改進，通過定期評估和回饋，促使各部門不斷完善自身操作和管理，實現持續的

效率提升和創新能力提升。因此，評價機制將成為 RS公司持續發展和成功的重要

保障，為企業實現更高的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三、企業環保標準化管理機制 

環境衛生與保護是企業標準化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保護生態環境和促

進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手段。[43]公司制定環境行政管理規範標準來規定企業在生產

運營中相關環境問題，包括環境衛生與保護的技術標準、管理的技術標準以及工作

規範。環保行政標準主要針對實物，為企業環境治理提供依據；環保行政工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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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針對人員，是企業執行環境與管理標準和工作規程的操作指南。[42]公司建立環

境保護規範和標準的目的是合理、規範、加強環境保護管理，減少污染物的產生和

排放，改善和保持當地環境的品質和生態平衡。除了樹立國家環境保護企業指導思

想、制定環境保護標準、提高國有企業的環境管理水準外，還需要積極探索國家標

準化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模式，逐步推行開展環境監督的標準化管理流程，定量評

估和環境管理，實現保護和監督工作的規範透明。[41] 

在 RS公司中，環境衛生與保護被視為企業標準化管理的重要一環，這不僅關

乎企業自身的生態環境，更是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踐行。為此，RS公司制定了一

套環境行政管理規範標準，該標準涵蓋了企業在生產運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

環境問題，包括環境衛生、保護的技術標準、管理標準以及具體的工作規範。其中，

環保行政標準主要著眼於實物，為企業的環境治理提供明確的依據；而環保行政工

作標準則更注重人員行為，為企業在執行環境與管理標準時提供操作指南。 

RS公司制定這些環境保護規範和標準的初衷是為了加強環境保護管理，減少

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維護和改善當地的環境品質，保障生態平衡。為了實現這

一目標，公司除了遵循國家環境保護的指導思想、制定並執行相關標準外，還在積

極探索新的環境保護監督管理模式。公司希望通過推行標準化的環境監督管理流

程，實現環境影響的定量評估和管理，使環保工作更加規範、透明。 

在 RS公司，嚴格執行這些環保標準是每一位員工的責任。無論是五金加工操

作還是其他生產過程，公司都堅持高標準、嚴要求，確保每一個生產環節都符合環

保規範。這種堅持不僅提高了企業環保管理的品質和效率，更促進了環境保護的科

學管理。 

隨著企業對環境資源保護的認識不斷加深，RS公司的管理方式也在不斷進步。

從傳統的業務管理到現代化的科學化管理，RS公司正在探索一條定性與定量相結

合的管理之路。這種管理方式更能準確反映環境因素的實際影響，為企業的環境決

策提供有力支援。 

綜上所述，RS公司在環境衛生與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不僅是對生態環境的

負責，更是對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承諾。通過不斷完善自身的環保標準和管理方式，

RS公司希望為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綠色的未來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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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研究結論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企業需要提高標準化管理水準以適應激烈競爭。對於

五金加工等生產工藝的標準化控制尤為重要，企業必須制定並執行嚴格的生產標

準以確保產品品質和生產效率。 

對於客制化產品，風險分析和評估至關重要。企業需要建立完善的風險分析和

評估模型，根據客戶需求和市場趨勢進行定制化產品的研發。同時，企業還要總結

和分析客制化領域的經驗，不斷完善標準化管理。 

RS公司作為一家前瞻性企業，已經開始研究客制化技術標準化管理，並積極

解決品質和安全方面的問題。在推動客制化標準化的過程中，RS公司需要不斷應

對挑戰，推進標準化管理的深度和廣度，以保證企業可持續發展和國際市場競爭的

成功。 

除了標準化管理，企業還需加強技術創新能力，引入先進技術和工藝以提升核

心競爭力。同時，企業應參與標準制定和修訂工作，爭取有利於企業的標準，並積

極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提高行業地位和品牌影響力。 

最後，RS公司還需加強內部培訓和管理體系建設，提升員工思想意識、管理

能力和素質水準。通過不斷完善標準化管理體系，提高標準化能力和水準，RS公

司將進一步提升產品品質，增加企業效益，鞏固市場地位，打造領先競爭力的企業

品牌。 

 

第二節、研究展望 

本文的創新點主要包括經濟理論和管理理論的應用，以及對客制化標準化理

論和實踐的系統研究。除了標準和標準化的基本理論外，我們還研究了標準化開發

和客制化標準化的作用。其次，對 RS公司的標準五金加工進行了系統分析，發現

按照 RS公司標準生產的產品附加值較低，並且公司的標準化能力不足，缺乏與國

際相關的技術創新管理體系的溝通和協調機制，缺少完整的國際和國外相關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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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跟蹤機制，缺少國際相關的標準化創新管理機制和標準化人才，導致標準五金加

工作業晚於推出。第三，提出了 RS標準化的發展方向和對策。發展的方向主要是

通過緊密結合國家的標準研究和技術開發，政府的指導以及企業參與者的協同作

用，有效地採用國際標準，參加國際競爭，並將其標準化引入到經濟社會的各個領

域。實施客制化標準化的主要步驟包括積極推廣客制化標準化專案，提高標準化水

準項目，國際標準化地標項目，標準化項目示範項目，標準化人才培訓項目以及基

於標準化的強化項目“六大項目”。 

需要指出的是，在實踐中，針對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客制化標準化理論和實

踐需要進一步優化和調整。本文所採用的是案例研究方法，對 RS公司的標準化情

況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的局限性有一定影響。因此，未來的研究應該從更廣泛的

角度出發，探究不同企業和行業的標準化管理情況及其對經濟效益的影響，並進一

步深入探討標準化和創新的關係，以及標準化和國際貿易的關係等問題。同時，需

要加強與相關國際標準組織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標準化機構的合作和溝通，共

同推進標準化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國際標準化領域的影響力和

競爭力。 

文章中所提到的發展客制化標準化的六大專案是一個初步的建議，具體的實

施操作需要結合不同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具體調整。對於企業來說，雖然標準化和

客制化標準化對提升產品品質和企業競爭力非常重要，但實現標準化也需要耗費

大量的時間和資金，對企業來說是一項比較大的投入。因此，企業在實施標準化和

客制化標準化專案時需要進行全面評估和規劃，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風險。除

此之外，文章中所強調的培養標準化人才也非常重要，因為標準化的實施需要專業

的知識和技能支持，缺乏標準化人才會嚴重制約標準化實踐的推廣和應用。 

綜上所述，未來的研究應當深入探討標準化與智慧財產權、標準化對經濟影響

的量化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問題，增強客制化標準化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同時

也需要關注標準化人才培養和標準化實踐經驗的積累分享，不斷推進標準化理論

和實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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