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 

 

【本节考点】 

【考点 1】厂址选择 

【考点 2】生产过程空间组织的原则与形式 

 

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定义： 

在空间上对企业内部各生产阶段和各生产单位的设置和运输路线进行合理安排和设计。 

举例：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必须进行总体规划和工厂设计，配置一定生产空间、配置一定的空间场所，建立

相应的生产单位（如车间、工段、班组）和其他设施（如仓库、运输路线、管道和办公室等），并在各个生产

单位配备相应工种的工人人和机器设备 ，采用一定的生产专业化形式。 

 

【考点 1】厂址选择 

（一）影响厂址选择的主要因素 

（1）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布局和规划，各地方的规划、发展及有关法规。 

（2）接近客户，交通便利，通信方便。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如时间短、距离近，运输、销售便利。 

（3）充分获取和利用资源，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主要涉及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 

（4）气候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及对环境的影响。 

（5）长远发展的潜力 

 

（二）厂址选择的主要步骤 

（1）确定选址目标 

新建企业的选址——以投入最少、产出最大、效益最好为选址的决策目标； 

由于生产经营的发展需要另选新址或在原地扩建； 

企业需要搬迁 ，另选新厂址。 

 

（2）拟定初步候选方案----收集数据，分析因素，拟定初步候选方案，如政府部门有关规定、地区规划信息、

土地、电力、水资源等有关情况。 

（3）评价候选方案----运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厂址选择的分析评价方法包括优缺点比较法、专家

意见法、费用效益分析法、分级加权法、重心法、选址度量法、线性规划法等。 

（4）选定最终厂址方案----确定最优的方案。 

 

（三）厂址选择的方法 

1.因素评分法 

步骤： 

（1）列出影响因素，并规定各因素进行评价尺度，尺度的范围，如 1～10 或 1～100 均可。 

（2）对各因素按影响程度赋予一定权数 

 

（3）按照规定的尺度列出每一等级的相应分数，为候选厂址的各个因素进行定级评分。 

（4）用各个因素得分与相应权重相乘，并把所有因素的加权值相加，得到每一个备选地址的最终得分。 

（5）选择总分最高的候选厂址为优选方案。 

对于一些非定量的因素，因素评分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补充示意图： 

因素 比重 
得分 衡量值 

地点 1 地点 2 地点 1 地点 2 

周边竞争对手 0.10 100 60 10.0 6.0 



交通便利 0.05 80 80 4.0 4.0 

租金 0.40 70 90 28.0 36.0 

占地面积 0.10 86 92 8.6 9.2 

通讯 0.20 40 70 8.0 14.0 

运营成本 0.15 80 90 12.0 13.5 

 1.00   70.6 82.7 

 

2.重心法 

（1）厂址选择主要是考虑生产中的运输成本，可以采用重心法来选择厂址位置。 

（2）重心法的基本思想：所选厂址可使主要原材料或货物总运量距离最小。 

（3）重心法可以较快地从多个备选厂址方案中选出最优的厂址。 

 

这种方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1）首先准备一张标有主要原材料供应基地（或大批货物运达目的地）位置的地图；然后将一个直角坐标系

覆盖在该地上，就能得到基地或目的地的坐标（如图 4—1 所示）。 

 

 

（2）确定新建工厂与现有各原材料供应基地的运输量。 

（3）求出其重心的坐标。即计算新建工厂的位置坐标，使新厂址与各原材料供应基地之间的总运量距离最小。

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Xi——表示第 i 材料供应地在 X 方向的坐标； 

Yi——表示第 i 材料供应地在 Y 方向的坐标； 

X0，Y0—选定的厂址在 X 方向及 Y 方向的坐标； 

n—表示主要材料供应地的数目； 

Qi—表示第 i 材料的年运输量。 

 

（4）选择使总运量距离最小的坐标点对应的位置为最合适厂址。重心法只能粗略地估算厂址的位置，在具体

确定时，还要综合其他条件和因素，综合分析来确定最佳厂址。 

 

【例 1】某地区拟建一个加工厂，主要考虑生产中的运输成本。每年需要由 A（2，2）地运来物资 180 吨，从

B（3.5）地运来物资 100 吨，从 C（5，4）地运来物资 800 吨，从 D（8，5）地运来物资 240 吨。上述地址的



坐标参照图 4—2，单位为公里。假定各种物资每吨公里的运输费用相同，试根据原材料的运输量和里程确定

合理建厂的地理位置。 

解：根据计算公式，则 

 

根据计算结果，在坐标为（5,4）千米的地方建厂比较合适。 

 

【多选题】影响企业选择厂址的因素主要有（ ）。 

A.国家的有关方针与政策 

B.资源的获取状况 

C.企业组织结构的形式 

D.气候和地质等自然条件 

E.交通状况 

 

答案：ABDE 

解析：本题考查企业厂址选择的影响因素。①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②接近客户，交通便利，通讯方便。③

资源的充分获取和利用④气候、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及环境保护。⑤长远发展的潜力。 

 

【单选题】某公司拟建一个加工厂，分析人员在地图上设计参照坐标，并确定相关地址的坐标（单位：公里）。

分析表明：每年需由 A（30，50）运来物资 100 吨，运出物资 240 吨到 B 地 

（80，50），根据重心法，合理建厂的地理位置坐标应是（ ）。 

A.（49.8，39.8） 

B.（50，42.8） 

C.（52.5，50） 

D.（65.3.50） 

 

答案：D 

解析：X0=（100*30+240*80）/（100+240）＝65.3 

Y0=（100*50+240*50）/（100+240）＝50 

所以（X0，Y0）＝（65.3.50）。 

 

【考点 2】生产过程空间组织的原则与形式 

（一）生产过程空间组织的原则 

（1）有利于企业内各项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提高经济效益。 

（2）有利于安全生产保证，有利于职工的身心健康，满足“三废“处理要求。 

（3）有利于合理利用空间，防止浪费，减少运输空间。 

 

（二）生产过程空间组织的形式（4 种） 

1.工艺专业化布置 

（1）工艺专业化布置就是按照生产过程各个工艺阶段的工艺特点来设置生产单位。 

（2）在制造业中，工艺专业化布置的典型例子是机械制造厂。如在机械加工车间内设置车工工段、铣工工段、

磨工工段等。 

 



（3）优点： 

对产品品种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便于充分利用生产设备与生产面积，提高生产设备和生产面积的负荷系数； 

便于进行工艺专业化管理，并有利于提高工人技术熟练程度。 

 

（4）缺点： 

产品加工路线长，运输工具、运输工人和中间仓库增多，使厂内运输费用增加； 

生产周期延长，资金占用增加； 

管理工作复杂化。 

 

2.对象专业化布置 

对象专业化布置就是以产品（或零部件）为对象来设置生产单位。这种车间也可以叫做封闭式车间（或封闭

式工段）。这种按照某种产品的加工路线或加工顺序来布置设施，常常称为生产线。 

优点： 

（1）可以缩短产品加工路线，节约运输工具和人力，减少仓库等辅助面积的占用； 

 

（2）减少产品的运输时间和停放时间，缩短生产周期，减少生产中在制品占用量和流动资金占用量； 

（3）减少车间之间的生产联系，从而简化并改进计划管理与生产核算工作，有利于建立生产责任制，有利于

在制品管理、质量管理； 

（4）有利于按期、按质、按量、成套地完成生产任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 

（5）有利于采用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 

 

缺点： 

（1）不利于充分利用设备和生产面积； 

（2）不利于对工艺进行专业化管理； 

（3）对产品变化的适应性差。 

 

3.混合式布置 

（1）定义：混合式布置就是指综合利用工艺专业化原则和对象专业化原则建立生产单位。 

（2）这种布置最为常见，它吸取了工艺专业化和对象专业化布置的长处，既对产品品种变化有一定适应能力，

又能缩短物流路程，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的目的。例如在制造业中，零部件生产采用工艺

专业化布置，装配车间采用对象专业化布置。 

 

4.固定布置 

（1）定义：固定布置是指将加工的对象如产品（或零部件）的位置，使人员、设备、工具向其移动，并在该

处进行加工制造的一种设施布置方式。 

（2）主要适用于体积大、重量也很大、难以移动的产品。如重型机床、船舶、飞机、机车、锅炉、发电机组

等。大型建设项目如建筑房屋、修水坝、筑路、钻井等都常用固定布置方式来进行生产。 

 

【单选题】企业根据生产工艺和产品特点，对车间的机床进行科学、合理的布置，这种活动属于（ ）。 

A.生产过程的时间组织工作 

B.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工作 

C.生产过程的物流组织工作 

D.生产过程的人员组织工作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空间组织概念。企业根据生产工艺和产品特点，对车间的机床进行科学、合理的布置，这种活

动属于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工作。 



 

【单选题】下列生产过程空间组织形式中，最有利于充分利用生产设备，提高生产设备负荷系数的是（ ）。 

A.对象专业化布置 

B.工艺专业化布置 

C.固定布置 

D.部门专业化布置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工艺专业化布置。工艺专业化布置有利于提高生产设备和生产面积的负荷系数。 

 

【单选题】汽车生产企业的装配流水线车间所采用的生产过程空间组织形式是（ ）。 

A.固定布置 

B.工艺专业化布置 

C.对象专业化布置 

D.混合类型布置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对象专业化布置。流水线是典型的对象专业化布置。 

 

【单选题】企业生产过程空间组织最常见的形式是（ ）。 

A.工艺专业化布置 

B.对象专业化布置 

C.混合式布置 

D.固定布置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混合式布置。混合式布置实际上是最常见的。 

 

【单选题】大飞机生产企业的飞机装配车间应采用的生产过程空间组织形式是（ ）。 

A.固定布置 

B.工艺专业化布置 

C.对象专业化布置 

D.混合类型布置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固定布置。 

 

【单选题】下列工作中，属于生产过程空间组织工作的是（ ）。 

A.安排零件在工序间的移动方式 

B.布置生产车间内的机器位置 

C.控制产品质量 

D.制订劳动定额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生产过程空间组织的原则与形式。生产过程空间组织工作就是对企业内各个部分进行安排，

包括各种生产车间、库房、服务部门、公用设施、绿化设施、道路等。 

 

【多选题】某机械制造厂按照产品的工艺特征把同类的设备集中在一起组成车工车间、铣工车间、磨工车间



等生产单位，这种布置的优点有（ ）。 

A.对产品品种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B.便于充分利用生产设备与生产面积 

C.有利于工人掌握更多技能 

D.提高生产设备和生产面积的负荷系数 

E.有利于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 

 

答案：ABDE 

解析：本题考查工艺专业化布置的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