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缺陷制约质量管理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4_B8_89_E5

_A4_A7_E7_BC_BA_E9_c41_65987.htm 质量业绩管理体系残缺

质量改进活动体系不健全 质量管理和业务体系缺乏紧密融合 

三大缺陷制约质量管理 为什么在日本，质量管理可以通

过QC小组成为企业内一种“全民”的自觉行为？在美国，质

量管理可以由较早的PPM质量目标再到如今的6δ管理，成为

企业内一种对卓越持续追求的内在精神？ 我国许多企业，80

年代学日本，实践QC小组模式，90年代学美国等西方国家，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现在，QC小组已鲜有企业还在实践，质

量管理体系呢？在部分企业内成为认证公司一年一度的审查

会，和写在纸上的一堆文件：质量大纲、质量程序文件和质

量操作手册，执行力不够，实际效果也不理想。 根据上海复

斯管理咨询公司的研究结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实践水平

目前不高的原因，根本上源于多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本身存

在的三大缺陷。 质量业绩管理体系残缺，质量管理的内驱力

不足 在我国很多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中，常常仅有质量管理

组织体系ISO9000系列的各类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即属此类。此

内容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各相关主体（领导、部门及员工）

在质量管理中的权责分工体系、质量管理的流程体系和质量

管理操作细则。这三部分内容，反映在质量认证体系文件中

，对应的是质量管理大纲、质量管理程序文件和质量管理操

作手册。 而对各相关主体在质量管理方面的业绩类型、评价

标准、评价程序、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的经济处理和非经济

处理等业绩管理方面的内容，则缺乏相应系统化的配套制定



，结果，因缺乏足够的内驱力，使得经过认证的、本来很科

学的质量管理组织体系，实际上也很难真正运行起来。 如果

把质量管理组织体系比喻成质量管理的“硬件”，则质量业

绩管理体系就是相应的“软件”，没有该软件的驱动，质量

管理组织体系这个“硬件”就只能是空壳子。现在，我国很

多企业都很重视质量管理组织体系的建设，纷纷请有关公司

进行质量体系的认证，但对质量业绩管理体系认识和重视程

度不够，以致于这些企业的质量管理组织体系没能发挥其应

有的功能。 质量改进活动体系不健全，质量管理的提升作用

不强 我国很多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不仅质量业绩管理体系

残缺，而且，质量改进活动体系也很不健全。质量改进活动

体系是质量管理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在全部质量管理活

动中，是质量管理最为鲜活和丰富的领域，日本的QC小组所

从事的工作，就是形形色色的质量改进活动。 质量是通过业

务流程实现的。业务流程有一系列具体环节组成：设计环节

、采购环节、生产制造环节、安装调试环节、包装环节和运

输环节。质量管理组织体系要求各环节工作按照既定的质量

管理标准进行工作，以期实现产品质量的“标准化”。而质

量改进活动则是通过对各环节工作本身的改进、甚至创新，

实现质量实现水平的提升。可以这么说，一套质量管理组织

体系再好，也不过管理的是已有的质量实现水平，而质量改

进活动则不同，它是在不断打破企业质量现实实现水平的上

限，促进企业质量实现水平的实际提升。 质量改进活动分布

在业务活动的各个领域：设计、采购、制造、安装、调试、

包装和运输等，如设计人员提高设计的模块化水平和标准化

水平、采购环节完善供应商管理、生产环节创新加工工艺等



，同时都是质量方面非常有益的改进活动，对提高企业的产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有关质量改进

活动，在很多企业内只是零星的、甚至是随机的发生着，还

没有进行全领域的发动，并上升为企业内“全民”的、系统

的行为这一点和日本的确有很大的差距。 需要注意的是，质

量改进活动体系也需要质量业绩管理体系的配合。如果质量

改进对个人没有好处，不改进也没什么坏处，那么即使日本

的企业，恐怕也很难有效开展起QC小组活动。 质量管理和

业务体系缺乏紧密融合，质量管理的根基不深 如前所言，质

量是通过业务人员、在具体的业务活动中实现的，因此，质

量管理体系必须牢牢结合业务管理体系，将质量管理工作根

植在实际的业务开展过程之中。而从我国多数企业的质量管

理体系情况来看，真正做到这种程度的并不多，质量管理往

往成为游离业务管理之上的体系脱离管理“对象”的管理，

很难会有好的管理效果。 和业务体系缺乏紧密融合，在一些

未进行过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里表现得尤为严重，比如采购

流程和相关制度规定是一套，质量管理的对应流程和相关规

定又是一套，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非常差。在经过质

量认证的企业，这种现象要好一些，但也不尽人意，其中一

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认证公司在认证时，推行的是一套标

准化的程序和模板，结合企业的应用性设计不够，结果导致

质量管理体系不能充分体现企业的业务特点。这样，企业遇

到特殊的业务情况时，质量管理体系便难敷其用，甚至于有

的企业觉得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根本不适合自身业务管理的

需要，干脆弃之不用，使得花力气认证的体系最后成了装点

的摆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化水平提高带来的外在压



力、逐渐形成的商业精神带来的质量责任意识和技术手段（

主要是设备）进步带来的加工水平，使得我国企业的产品质

量80年代以来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如果再能在质量管理

体系上进行实质性的完善，缩小与日、美国家质量管理水平

的差距，则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必然会有新一

轮更为显著的提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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