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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24日实施）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高我

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总体水平，指导质量工

作，特制定《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 一、现状

与形势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质量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

广大企业依靠技术进步，改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管理，推

行科学管理方法，为提高质量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加强

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普遍开展质量宣传教育，全民质

量意识和职工素质有了较大提高；质量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质量工作逐步走上法制轨道，促使企业提高质量的外部环

境正在逐渐形成。2、目前，我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

质量总体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社会不断

发展的需要，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

在：一些原材料、基础元器件等产品质量不高，生产过程中

不良品损失严重；一些工程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或规范要求

，有的工程设计及设备选型不合理，施工质量不高，甚至存

在结构隐患；服务质量波动较大，商品售后服务跟不上；不

少企业质量管理水平不高，规章制度不健全，自我约束力不

强；质量管理有效手段不足，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加

强。3、质量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问题。质量水平的

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教育和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

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必须



加快进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尽快提高我国的产品质量、工程

质量后服务质量水平，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社会不

断发展的需要，增强竞争能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二、主要目标质量振兴的主要目标是：经过5至15年的

努力，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主要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的质量

管理水平，使我国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跃上一

个新台阶。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成效：到2000年，主

要产业的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并初步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

竞争能力的重点产业及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到2010年

，主要产业的整体素质基本适应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

到2000年，主要工业产品有75%以上按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

准组织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等品率有明显提高，产

品售后服务有明显改善；国家重点产品可比性跟踪监督抽查

的合格率达到90%以上；出口产品的出厂合格率达到100%；

主要产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品基本达到国家标准。到2010

主要工业产品有85%以上按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

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等品绿有较大幅度提高，形成规

范化的售后服务网络；国家重点产品可比性跟踪监督抽查的

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名牌

产品；主要产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据此，要突出抓好原材料、基础元器件、重大装备、

消费品等四类重点产品的质量。原材料类：到2000年煤炭、

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主要原材料工业的产品质量全

部达到国家标准，并有一定比例的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先进水

平。到2010年，主要原材料的产品质量有1/3-1/2达到发达国

家的平均水平，一些重要原材料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基础元器件：到2000年，机械、电子等基础元器件总体水平

力争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水平，机械基础件的可靠

性有较大幅度提高，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平均提高一个数量

级，汽车关键零部件的质量和整车配套能力有所突破。

到2010年，机械、电子等基础元器件的质量水平力争接近发

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重大装备类：到2000年，机械、电子、

石油化工等重大装备的安全性能指标全部达到国家强制性标

准。到2010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等重大装备的整机可

靠性接近或达到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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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