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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事出有因！■为何ISO9000体系认证出现“两张皮”？ 舶

来的ISO9000“水土不服”文/陆汉洲 对于国人来说，比较熟

悉“GB”，而不了解“ISO”。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

系列标准，由ISO/TC176的SC2技术委员会发布于1987年

。ISO9000在我国建筑企业中的试点工作始于1993年。1997年4

月7日，建设部以建管[1997]第14号文件的形式，向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建筑主管部门发出了《关于建筑企业贯

彻ISO9000GB/T19000系列标准的指导意见》。从此，建筑企

业中出现了“ISO9000热”。“陌生面孔”忽成流行一族我国

大多数企业，特别中小型建筑企业，质量管理基础较弱，人

员素质较低，与实施ISO9000标准的基本要求相差甚远。因此

，贯标工作需要稳步推进，分阶段，分层次实施。建设部在

《指导意见》中所确定的总体工作规划是：1999年前为试点

阶段，以基础管理扎实的大型建筑企业作为试点，按照标准

要求进一步完善质量保证体系，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通过第

三方认证；其它企业参照标准的要求，使企业的质量体系逐

步走上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 然而，实际当中却出现了“

一哄而上”的现象。几乎一夜之间，出现多家认证机构和许

多认证培训班。其实“一哄而上”搞认证，是事出有因。虽

然建设部的《指导意见》中没有明确，但有的地方却提出了

“通过认证的施工企业在招投标中可以加分”的附加条件，

并且这一做法很快被各地所接受。接着又在申报和晋升企业



资质中也附加了类似条件。有企业因为通过了认证，召开新

闻发布会或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甚至将“××公司已经通

过ISO9000认证”字样的悬挂在醒目处，作为展示企业形象的

一张时髦招牌。“两张皮”凸显水土不服所谓“两张皮”，

即标准、程序和制度与企业的理解、实践相分离，两者没有

融合到一起。员工心理上排斥。某些企业领导认为贯标重要

，那是基于企业需要贯标，企业发展需要贯标的支撑。然而

，对于ISO9000重要性的认识，许多员工包括一些企业领导也

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内心却认为它无形之中增加了工作，于

是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情绪，势必影响ISO9000标准和程序文件

的贯彻执行。可操作性有待完善。建筑企业在编制程序文件

时，虽然都十分重视文件的符合性和可操作性，但在认证中

心审核文件时，却往往只重视文件的符合性。由于员工的排

斥心理和企业基础管理与贯标实际存在的差距，这种由企业

自己把关的可操作性，其可塑性就大了。这一可塑性将直接

影响程序文件执行的效果。认证中心来检查时“动一动”，

认证中心一走，后面立马就“不动”。所以，程序文件的形

成，应采取程序编写人员与实际操作人员相结合共同研究编

写的方法进行，既要符合标准要求，又贴近企业实际，具有

可操作性。实际运作无视标准。在一些已经通过ISO9000认证

的企业，仍有程序文件形同虚设的现象。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一些员工不按程序文件的要求操作，怕费事，图省力，有

章不循。这是执行ISO9000系列标准过程中的一种“通病”。

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ISO9000认证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和

有效性。资金投入只求应付。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按照

程序文件操作，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



必须有一定的资金作保障。由于建筑市场的无序、低价、恶

性竞争，导致某些施工企业在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执行上

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而企业没有资金能力对贯标的实施与

推进进行投入，必然会导致在贯彻程序文件中执行不力、操

作不到位，人为造成的“两张皮”。“拿来主义”难敌致命

弱点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本身缺乏有

效的长效的监督手段。这个体系的主要控制措施有两项，一

是定期的外部认证机构所作的年审、复审；二是企业内审人

员所进行的内部审核。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手段都是非常

弱的。外部审核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不言自明的，内审人员

要比外部审核遇到的难题更多，各部门的无形抵制、碍于人

情世故、审核人员职权有限等等。于是在体系执行过程中，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质量体系文件编制完成并开始运作的

时候，往往要等外部认证方来检查，才发现很多写好的没有

做到，做到的没有记录，突击补充甚至编造文件的现象。这

就说明，在体系的日常运作中，没有实时监控措施。施工企

业在日常生产中，对它进行实施监督的是业主（管理公司）

和监理以及政府质量控制部门，而在我国通行的管理模式中

，并没有赋予上述监督部门监管施工企业ISO9000体系运转情

况的要求。因此，以“拿来主义”的方法推行ISO9000体系认

证，必然会出现“两张皮子”综合症；必然会不敌员工心理

上的排斥情绪；必然会导致实际运作中的“认证中心和内审

小组来审核时动一动，认证中心和内审小组一走就丢一边”

的被动局面。ISO9000系列标准作为欧美一种先进的质量管理

体系，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操作性很强。如果能够结合我们

的实际情况，真正按照这一质量管理体系的本质来运作，肯



定会在企业的工程质量管理中产生良好的效果。推行贯标务

须真抓实干必须引起企业高度重视。ISO9000体系的有效运行

，一个必备条件是企业对质量问题的高度重视。企业领导和

中层管理人员有了统一的思想认识，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抓ISO9000体系的贯彻，与抓其它工作一样，惟有领导的真抓

，才有群众的实干。切实把贯标工作摆到贯彻国家《质量振

兴纲要》，提高建设工程质量的重要位置上来抓，使企业的

基础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必须适应体系

运转要求。员工的能力素质必须适应体系运转的基本要求，

这是确保体系正常运行的另一个必备条件。企业要达到质量

管理体系正常运转，要求每一个员工必须熟悉体系运转流程

、质量控制的原理，熟悉自己的工作范围、职责、应该达到

的质量目标，并及时按照要求记录自己的工作过程。这就需

要企业对员工进行专门的教育培训。培训要扎实，要有针对

性，增强有效性。不能流于形式，不要仅局限于一般的安全

意识教育。必须贴近企业管理实际。每一个企业都有每个企

业的实际，每一个项目也有每一个项目的实际。“贯

彻ISO9000标准不能贪图省事走捷径。不切合实际的“照搬照

抄”，那些自作聪明，以“张冠李戴”“弄虚作假”而出台

的程序文件或内审资料，最终被耽误的还是企业本身。必须

融入企业文化。无论是员工心理上对于贯标的排斥情绪，企

业以贪图省事而采取的“拿来主义”，还是抱住传统的管理

模式不放，将先进的管理方式拒之于门外等等现象，无不与

企业所营造的文化氛围有关，与员工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有关

。把推行和实施ISO9000族标准，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

使这项工作具有底蕴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在提升员工的



认同度和价值观过程中，推行和实施ISO9000族标准，就会使

这项工作成为全体员工的高度一致自觉行动。广大员工就会

把在推行和实施ISO9000族标准过程中所做出的业绩，视为实

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体现。ISO9000族标准及其管理体系，作为

一种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良好应用的质量管理手段，除了有

其先进性一面之外，也一定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当地企业广

大员工的普遍认同。在贯彻ISO9000族标准及其管理体系过程

中，以有效地推进企业加强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提高员工

素质，加强施工过程的控制，提高工程质量，我们任重而道

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