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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5 月底前确定 2012 年度

“质量标杆”。

6 月~12 月， 各组织单位全面开展标杆学习

和对比活动， 宣传、 学习和实践 “质量标杆” 的

成功经验， 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12 月份， 各组织单位上报 “质量标杆” 活

动总结材料。 将在 “‘质量品牌建设年’ 活动总

结交流大会” 上对 “质量标杆” 活动进行总结交

流， 表扬优秀 “质量标杆” 和组织单位。

6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认真落实

“质量标杆” 活动作为 “质量品牌建设年”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认真组织。 抓紧研究建立工作制度， 确定工作计

划， 组织实施， 务求实效。

（2） 建立机制， 持续开展

各组织单位要将 “质量标杆” 活动作为一项

长期性工作， 探索建立工作机制， 为持续开展活

动创造条件， 力求每年组织一批企业创立标杆、
学习标杆、 实践标杆、 超越标杆， 持续发挥 “质

量标杆” 活动的积极作用。

（3） 严格遴选， 树立典型

“质量标杆” 活动重在学习提高。 各有关单

位要本着 “少而精” 的原则， 总结提炼在质量领

域取得突出成绩、 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经验。

（4）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在策划和推进活动过程中， 要发挥企业的主

体作用。 本着平等、 自愿、 广泛的原则， 充分调

动企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把 “质量标

杆” 活动落实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践之中。

中国质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

□□□□□□□□□□□□□□□□□□□□□□□□□□□□□□□□

1 新时代的质量管理应怎样做？

新时代是指 “十二五” 开始、 《质量发展纲

要 （2011~2020 年）》 （以下简称 《纲要》） 发布

以后的 20 年。 对新时代的质量管理我认为应该

有以下三个新的认识或观点：

（1） 关于质量和名牌

质量和名牌大家已经谈的很多了， 新时代的

质量和名牌已经联系起来了， 考虑质量要联系名

牌谈质量和质量管理。 大家知道， 名牌的基础就

是质量， 没有好的质量就不会有名牌了。 这里讲

三点： 第一， 质量是客观存在的， 但需要人去主

观认知。 因此， 质量有个实物质量和印象质量之

分。 而这两者并非总是一致。 日本货的特点是印

象质量大大好于实物质量， 不论是它的电子产

品， 还是机电产品都一样。 而中国货恰恰相反，

是实物质量好于印象质量， 特别是在国际市场，

而日本货的印象质量比中国货的印象质量不知要

高出多少倍； 第二， 质量和名牌牵扯消费者行为

的问题。 名牌的印象质量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

是实物质量要好， 一传十， 十传百， 消费者的宣

传就形成了印象质量。 另外， 消费者行为还有一

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如果消费者对质量没有判断

能力， 消费也没有能力的话， 那么他对名牌就不

会有正确认识和对待了。 特别是在高端奢侈品方

面， 如果消费者不考虑自己的身份及年龄，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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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出很多笑话， 可以招致消费庸俗化。 有个统

计， 国际高端奢侈品的最大销售对象是中国的消

费者。 如果消费者一味追求名牌， 而能力又不

够， 就会采购假名牌， 这就称为 “奢痴” 了； 第

三， 名牌固然要有质量做基础， 但光有质量是成

不了名牌的， 这里涉及名牌经营的问题。

名牌经营首先是政府推动。 我们知道， 名牌

在国外、 国际上一般是常年的市场形成的， 政府

并不参与。 但在新时期的中国， 没有政府推动还

是不大容易的。 举一个例子， 三、 四年前在纽约

的时代广场， 我们曾经做了一个 30 秒的广告，

通过产品宣传中国的形象。 当时由于时间太短，

没有引起美国民众很大的注意， 也没有引起多大

的效果。 这个就是典型的政府推动的例子。 其次

是企业自觉。 因为创名牌是需要时间的， 急功近

利是出不来名牌的， 要有耐心。 以上这些就是质

量和名牌的关系。

（2） 关于质量、 名牌与企业文化

创名牌光有质量还不行， 还要有诚信。 因为

名牌也包括服务， 没有诚信是办不到的。 对企业

而言， 诚信、 认真和感恩是企业文化的真谛， 是

不可缺少的。 还有社会责任， 现在已经有了国际

标准 ISO 26000∶2010 《社会责任导则》， 社会责

任成为企业文化讨论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我认

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简单地讲就是三条， 一是依

法纳税， 不偷税漏税； 二是认真做好产品， 就是

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 三是公益事业。 企业的

人、 财、 物总是取之于社会、 又回到社会中去，

所以公益事业要大力提倡。 在这一点上， 我国的

企业和企业家远远不如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 就

举比尔·盖茨为例子， 几百亿美元的身价， 四十

多岁就立下遗嘱， 遗产不留给子孙， 全部捐献出

去， 捐给公益事业。

（3） 关于标准化与创新

什么是标准化， 与创新有什么关系？ 标准化

一般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技术、 管理的标

准。 比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我们国家的

标准， 当然首先是技术标准。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 管理标准相继出台， 管理标准逐渐比技术

标准更有名， 如 ISO 9000 的系列标准。 二是工

艺规范， 三是操作规程。 谈到标准化一般包括这

三个方面内容。 我们不能只考虑国际标准和国家

标准， 制造现场使用的工艺规范、 操作规程等也

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企业 ISO 9000 进行专家认

证， 而工艺规范却不进行专家认证， 操作规程更

是不大尽心。 但是， 好的企业是很重视工艺规

范、 操作规程的。

标准化与创新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个说法，

自从泰勒 （Frederick Taylor， 1856~1915） 把

标准和标准化工作重视起来后， 感觉标准化与创

新是不是有些矛盾呢？ 要求大家都一样干了， 还

要不要创新， 特别是我们还有 “枪打出头鸟” 的

习惯就更糟糕了，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看待标准化

与创新， 两者不是矛盾的。 因为标准化有三个方

面内容， 如技术标准、 工艺规范、 操作规程等起

源就是创新的成果， 也需要通过创新持续改进。

标准、 规范、 规程等要靠标准化加以落实， 标准

化的提升要靠创新得以实现。 操作规程和工艺规

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工具 （如机床） 的

能力、 性能、 精度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日常的

维护保养等工艺规范和操作规程也要相应提高，

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标准化本身不是万能的， 一

定要附之于创新才能起作用。

2 新时代质量管理的目标

2012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了 《纲要》。 温家宝

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 《纲要》 时的讲话

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质量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

展。 我听了以后很有感触。 我们经济已经发展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GDP 已经超过日本， 据

说再过 30 年就要超过美国了。 但是质量呢， 我

们没有自信说世界第二大质量体吧！ 甚至远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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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此！ 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呢， 要靠在座各位和

专家的共同努力了。

《纲要》 提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和目标，

就是建设 “质量强国”， 要由大变强。 我们现在

已经是出口大国了， 去年出口商品一万五千亿美

元， 今年接近两万亿， “十二五” 末预测要到两

万五。 但出口商品特别是机电产品， 我们还没有

进入高端领域， 勉强也就到中端。 当然其中也有

好的， 如航天就到了高端。 所以， “质量强国”

先 要 明 确 什 么 是 “强 ”， 强 在 什 么 地 方 才 叫

“强”， 总要先把目标看清楚， 否则工作起来就无

着落， 就会无的放矢。

“质量强国” 首先要有国际名牌的产品， 其次

要有生产、 销售国际名牌产品的企业。 再者， 更

重要的， 要有人才。 没有创新的人才， 就不会有

生产、 销售国际名牌产品的企业。 因为有什么人

就有什么产品， 有什么产品就有什么企业。 人是

一切的基础， 人不行什么都不行。 此外， 培养名

牌还要有环境因素， 包括经济体制、 市场机制、

法律法规、 企业文化、 员工素质， 尤其是企业家

精神等。 这些要素构成的环境既能与国际接轨， 又

能符合中国国情。 我们的质量工作者必须努力， 把

自己锻炼成能为建设 “质量强国” 做贡献的人才。

3 新时代质量管理的特征

温家宝总理今年年初在 《政府工作报告》 里

说过： 2012 年是最困难的一年， 也是最有希望

的一年。 我想， 这句话是不是也适用于 《纲要》。

困难在于国内存在一个转型升级的问题。 “转型

升级” 提了三年了， 成果不显著。 但是是有希望

的， 原因在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的 30 年， 积

累了不少的物质财富： 美元储备已超过三万多

亿， 是全世界最高的； 经过过去三十多年国内和

国际的风风雨雨的锻炼， 我们在精神上强大了很

多， 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自信。 以机械工业为

例， 如上海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 新厂

房、 新设备、 新工艺、 新操作， 这也是多年积累

下的财富， 财富转变为设备等。 同时也可以看出

全国很多厂也大致如此， 都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

础。 无论如何， 物质和精神上的强大可以让我们

有能力克服一些困难。

4 新时代新的质量管理的具体体现

我认为新时代质量管理体现在三方面：

（1） 技术的质量管理

人们常说管理离不开技术， 没有技术搞不好

管理， 没有管理也搞不好技术。 质量管理老谈

ISO 9000 不行， 老谈卓越绩效也不行， 还要有

技术， 不懂技术， 质量管理做不好。 最近我们谈

战略较多， 因此我们的很多质量专家都去考虑战

略了。 但只说战略不行， 一定是战略和战术的结

合， 没有战术的战略是没有用途的。 我们的质量

管理， 还没有很好的战术， 就老去考虑战略， 是

不行的。

（2） 需要法治的质量管理

假冒伪劣的存在就是因为法治不够， 法治精

神还不够普及， 法律 （如 “产品质量法”） 没有及

时修订， 处罚的力度也不够。 美国的食品药品管

理局五年前开始在北京、 上海设立办事处。 在一

次国际会议上， 我碰见几个美国人， 关于食品药

品的假冒伪劣， 他们明说： 你们管不好我们来管。

这话我听了很难受， 所以质量管理一定要法治。

（3） 和谐的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就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质量管理。 从

质量管理史上看都是物管人， 现在调过来， 是人

管物， 人的自觉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直提倡质量

意识和质量文化， 而且是企业一把手的质量意

识， 出发点就是人本主义。 所以说和谐的质量管

理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选自 “全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研讨会” 上

的讲话， 本刊有删减）

（收稿日期： 201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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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文·刘源张

《质量发展纲要 （2011~2020年）》 提出了建设 “质量强国” 的目标。 “质量强国” 先

要明确什么是 “强”， 强在哪里。 首先要有国际名牌产品， 其次要有生产和销售国际名牌产

品的企业， 更重要的要有人才。 新时代质量管理要体现在技术的质量管理、 法制的质量管

理、 社会和谐的质量管理， 要质量管理的战术与战略相结合。

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竞争力

文·马宝发

上海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通过二十几年的努力， 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抓质量，

创造名牌产品， 从小微企业发展起来， 成为行业的著名企业。 在实践过程中企业遵循的原

则是： 以新求得市场、 以快赢得时间、 以质优取胜。

浅谈质量管理八项原则中全员参与原则

文·谭琦瑛 罗 刚 曹金宏 郑晗露

本文阐述了全面质量管理的定义， 从全员参与的重要性、 策略以及实现的方式方法三

个方面点出了全员参与的特点就在于 “全”， 从而明确只有培养组织质量文化， 创造全员参

与的环境， 才能推动质量的提高并实现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真正目的。

汽车制动性能主观评价试验方法的探讨

文·陈 霞 郭 敬

汽车的制动性能是主动安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制动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交通安全，

而国内汽车厂对汽车制动性能进行主观评价的并不多。 本文根据汽车制动系统的结构特性、

底盘动力学、 人机工程等各方面考虑， 结合多年的汽车试验经验， 从 10 个方面对汽车制动

系统性能进行主观评价， 并提出评价依据， 探讨汽车制动系统性能主观评价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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