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市场人才需求与专业分析调研报告 

一、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市场人才需求和职业岗位 

（一）人才需求与专业发展前景分析 

模具行业是制造业的基础，大至汽车、小至玩具，其制作均源于一系列大小模具。

模具分为五金模和塑胶模，是指能生产出一定形状和尺寸要求零件的一种工具，也就是

人们通常所说的模子。比如手机、玩具、电视机、汽车、飞机等各种产品的外壳和所有

零部件的生产都离不开模子。模具是工业之母，是制造行业的基础。因此，模具专业技

术人才适用的工作岗位很多，就业前景相当广阔。 

近两年资金大量集中在银行与房地产，国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才也大量流向这

些热门产业。所以银行业与房地产近两年得到空前的发展。相反，机电类等制造产业遭

遇资金短缺、人工费用空前上涨及人才流失等多方面的压力，不少企业纷纷关闭或者转

移到相对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整个制造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但是从长期发展

的观点来看，中国必然走向世界顶级制造强国，机械、电子、模具必然还有很长一段快

速发展时期，目前国家政策已经开始重视制造业的兴起。预计不久的将来，模具专业会

重新回归到热门行业之中。 

（二）广东产业结构状况 

广东模具工业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现已成为中国模具大省，其产业规模

约占全国 6 成份额，商业生态较好，省政府、省经信委相继引来了中船、东方电气、中

航专线飞机等高端企业在珠三角地区落户，新中国造船厂高端工具船也作为省重点项目

在南沙迁建开工。当前，广东模具行业不管是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工业总产值和平均

发展速度都名列全国前茅。据中国模协经营管理委员会统计分析：2004 年全国模具产值

3000万元以上的 50 家企业中，广东占 11家，其中河源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东巨

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圣都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天阳模具有限公司等 5 家排名

均在前十位。  

（三）人才市场需求情况 

我们把模具技术人才分为三个层次： 

  １、“蓝领层” “蓝领层”是指在生产岗位上承担模具加工的具体操作及日常简单

维护工作的技术工人，在企业数控技术岗位中占 75%，是目前需求量最大的模具技术人才。 

所需知识与能力结构：掌握模具结构的基本知识和机械加工与模具加工的工艺知

识，具备数控机床的操作、模具装配和日常维护能力。 

２、“灰领层”“灰领层”是指在生产岗位上承担模具设计与加工的工艺人员，这

类人员在企业模具技术岗位中占 20%，其中设计人员占 12%，工艺人员占 8%。 

所需知识与能力结构：掌握模具加工工艺专业知识和一定的模具制造基础知识，具

备数控机床的操作、日常维护和手工编程的能力，能运用至少一种三维 CAD/CAM 软件进

行三维造型和自动编程。此类人员在模具行业尤其受欢迎，待遇也较高，这类技术人才



可通过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 

  ３．“金领层”“金领层”人员具备并精通模具高级设计软件和模具结构知识，对

设计、制造、编程所需要的综合知识能全面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实际经验，

知识面很广适合于担任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或技术主管。 

通过对企业的走访和对市场的调研，目前模具行业最紧缺的几种人才：具备产品开

发素质的 3D造型工程师；具备产品加工工艺素质的 CAE分析工程师；具有一定理论知识

的模具技师；数控加工中心的高级编程师、高级技师；熟悉模具制造工艺的设计工程师。 

经过走访珠三角地区 20 多家企业，对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人才职业岗位需求状况

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表 1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人才现状统计分析表 

人才来源 学历状况 工作岗位 

从学校招

收应届生 

从社会

招聘 

自行

培养 

本科

以上 

本科 大专 中专及

以下 

模具

设计 

模具

制造 

模具生

产管理 

产品生

产管理 

40% 45 % 15% 1% 9% 46% 44% 23 % 45% 12% 10% 

初步测算广东地区每年的模具人才缺口达数万人。 

 

（四）目前需要的职业岗位 

目前最为紧缺的人才是模具制造技师、模具结构设计师、模具产品设计师、模具分

模工程师、项目工程师、数控技师 、高级钳工。其他岗位如模具钳工主管、三维抄数技

师、生产管理人员、模具工艺师虽然需求量小，也较难招到合适的人员。 

       

二、 专业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群能力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制造业需要，面向模具制造各加工工种、模具

装配与维修、模具设计、模具制造工艺等岗位，兼顾机械制造工艺、机械产品结构设

计等岗位，适应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需要，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健康的个性

品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 职业岗位群 

表1-1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面向的职业岗位 

职业岗位 主要工作任务 职业资格证书 

模具设计 
新产品开发，旧产品改造，设计模具结构，对生

产过程中有缺陷的产品进行改模设计。 
模具设计师（3级） 

模具制造 
编制模具零件机械加工、装配工艺，制造、装配

模具，试模、改模，旧模修复。 

助理工艺工程师；数控

机床、加工中心、电加

工操作工；模具钳工，

工具钳工 

模具生产管理 组织模具生产，模具质量、制造成本控制。  



2. 职业岗位能力 

⑴ 具有冷冲压模具、塑料注塑模具的二维、三维设计能力； 

⑵ 具有冷冲压模具、塑料注射模具的制造、装配、试模能力； 

⑶ 具有模具制造企业的技术、质量、生产管理能力； 

⑷ 具备一般机械产品制造工艺、工装的设计能力； 

⑸ 具有材料成型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简单故障的排除能力。 

 

三、 课程体系分析 

1. 工作任务与专业能力分析 

表1-2  工作任务与专业能力分析表 

岗位工作项目 工作任务 专业能力 

X1:金属模具

设计 

R1.分析金属件成型的工艺性； 

R2.根据金属件结构特点选择正确

的冲压工艺排配； 

R3.进行板料塑性变形模拟，并解决

疑难问题； 

R4.绘制模具装配图； 

R5.绘制模具开框图，写订购模架

单； 

R6.绘制模具零件图； 

R7.编制标准件采购单； 

N1.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能对金属件产

品进行成型工艺性的分析。 

N2. 能根据产品特点设计各类金属模具

结构，编制最佳金属成形工艺规程。 

N3.能熟练使用CAD软件绘制模具装配图、

零件图。 

N4.能根据产品的试模问题更改模具结

构。 

X1:塑料模具

设计 

R1.分析塑件结构工艺性； 

R2.进行塑件模具结构设计； 

R3.进行模流仿真分析，并解决疑难

问题； 

R4.绘制模具二维装配图； 

R5.根据模具二维装配图进行模具

三维设计； 

R6.绘制模具零件图； 

R7.编制标准件采购单； 

N1.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能对塑件产品

进行成型工艺性的分析。 

N2.具有较强的机械设计能力，掌握丰富

的模具结构知识，能根据产品特点采

用最为合适的模具结构。 

N3.能熟练使用CAD软件绘制模具装配图、

零件图。 

N4.能根据产品的试模问题更改模具结

构。  



X1:模具加工 

R1.分析模具零件的结构特点与精

度要求，排配合适的加工工艺路

线和热处理工艺； 

R2.依工艺排配，对模具零件进行下

料、切削加工及特种加工、热处

理等； 

R3.对模具零件进行质量检测与异

常处理； 

N1.具备熟练的读图和分析图纸的能力。 

N2.具备模具生产、加工、热处理等工艺

知识，能知悉各工艺所能完成特征与

精度。 

N3.具备选择合适参数操作各类加工设

备，能对设备进行基本的维护工作。 

N4.会应用各类检具进行质量检测，并判

断出不良的因素，进行有效解决。 

X1:装配模具，

试模、改

模，旧模修

复 

R1.对模具总装图、爆炸图、零件和

工具清单进行盘点，如有疑问及

时反馈处理； 

R2.选择合适的组装工艺对模具的

零部件进行组装调试至合模，并

对组装异常进行处理。 

R3.组装模具致成型机(冲压机),对

模具和设备的参数进行调试，如

有异常要会分析解决； 

N1.掌握各种零部件的组装工艺与手法。 

N2.具备模具组装与调试中的各种异常的

分析与处理方式。 

N3.熟知一般设备的操作与参数调试。 

N4.能分析、处理试模中暴露的问题，改

模、修模或旧模修复。 

X1: 模具生产

组织和质

量管理 

R1.与客户沟通，共同确定塑料产品

的要求、进度、交货期等； 

R2.对模具生产过程进行排期，编制

出模具生产进度表并进行跟踪； 

R3.与顾客就模具设计、制造、生产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解

决； 

R4.不定期进行质量和进度检查； 

R5.组织生产产品样件，检查产品质

量，对质量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编制改模文件并与设计师沟通

改模； 

R6.与客户沟通，交付模具； 

N1. 具备较强的沟通、组织和运筹能力。 

N2. 具备熟练的计算机使用能力。 

N3. 具备一定的模具设计知识。 

N4. 具备一定的模具制造加工知识。 

N5. 具备一定的注塑（冲压）成型知识。 

N6. 具备较强的产品质量分析能力。 

 

2． 专业核心课程分析 

表1-3  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分析表 

专业核心能力 专业核心课程 教学模块内容 参考学时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基础（含互换

性）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工程力学（静力学、动力学和材料力学） 

连杆机构运动和动力分析 

72 



凸轮、齿轮、轮系等常用机构 

带传动及链传动 

螺纹及其它联接 

轴、轴承、联轴器及离合器 

液压与气动基础 

冲压模具结构设

计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冲裁模具设计（单工序模、复合模） 

弯曲模具设计 

拉深模具设计 

其他模具设计 

88 

塑料注塑模具设

计（二维、三维） 

塑料成形工艺与模具

设计 

塑料结构、性能及选择 

塑件设计与成型工艺性实践 

二板模的结构原理及设计要点 

三板模的结构原理及设计要点 

热流道模具结构特点及设计要点 

侧抽芯结构的几种形式 

斜顶结构的几种形式 

塑料模具设计 

104 

模具CAD（UG） 
模具设计软件运用，模具企业真实生产

项目设计 
80 

模具制造综合训

练 
模具制造综合实训 

模具真实项目设计 

编程加工 

模具装配、试模 

4周 

模具制造与普通

机械制造 

金工实习 

热加工（铸、锻、焊）加工方法 

切削加工（车、铣、刨、磨、钻）方法 

钳工操作 

4周 

模具制造工艺 

机械加工工艺基础知识 

典型模具零件加工 

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制订 

装配工艺规程制订 

专用夹具设计 

48 

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

实训 

数控加工原理及编程 

数控车削 

数控铣削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80 

模具电加工实训 线切割、电火花操作 2周 

 

四、 近几年本专业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1、培养目标方向不清晰 

 目前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方向尚不是很明确，培养模具设计师还是培养模具专业技

术技能型人才，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2、课程结构设计有失合理性 



 由于培养方向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此课程设置重心有失偏颇，导致学生就业后存

在知识用学不一的现象。 

    3、对口就业环节薄弱 

学生就业岗位与模具专业真正对口的不多，大部分学生缺乏对模具行业发展过程的

清晰认识，导致盲目改变自己的就业方向，学校应加强学生的就业观念指导。 

 

机械制造教研室  201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