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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质量是一个组织的生命 ,也是经 济利益 的源泉 。不重视 质量的管 理体系 ,是 没有保障

的管理体系 。作者就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本身 、其在研究 所管理工 作中贯 彻的难 点及解 决方式进

行了初步探讨 ,并对在 策划 和实施过程中一些共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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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是一个组织的生命线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的今天 ,所谓“竞争 ”也就是质量的竞争 、管理的

竞争 。研究所作为一个组织 ,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实

现系统优化 、管理标准化 、知识经济化 ,走上质量效

益型轨道 ,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 ISO9000质 量管理

体系作为一个全员参与 、全面控制 、持续改进的综合

性管理体系 ,适用于所有产品类别 、不同规模和各种

类型的组织和特殊行业 。以下笔者就 ISO9000质量

管理体系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研究所的适用性 ,以及

在贯彻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方式进行初步

探讨 。

　　1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ISO是国际 标准化 组织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的简称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最有权

威的 国 际 性 标 准 化 专 门 机 构 。包 括 219 个 TC

( Technology Committion, 技 术 委 员 会 ) , 制 定

ISO9000族标准的就是 ISO的第 176个 TC:质量管

理与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 ( ISO /TC176) ,我国是 25

个创始国之一
[ 1 ]

。

ISO9000族标准于 1987年首次发布 ,每五年修

订一次 , 2000版标准从 2000年 12 月起陆续 发布。

2000 版�



了事的现象 ; ③要素可控 :将每一道程序 、都制定成

文 ,使其文件化 、程序化 ,从而增强监控性 ; ④可追溯

性 :达到上述三点要求 ,如果工作中某一环节出现问

题 ,即可找出问题的结症所在 。领导从繁杂的日常

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集中精力考虑研究所的宏

观战略 ;基层工作人 员依照职责 分工明确 ,责任到

人 ,确保质量 。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追溯 ,增强了每个

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节省了管理的时间成本和经

费投入 ,使科研管理在自我运行 、自我监控 、自我激

励的机制中初见成效 ,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益 ,降低科

学研制过程成本 ,确保低投入 、高产出 。这也是各研

究单位纷纷自愿贯彻标准或受其顾客要求强行贯彻

标准的原因 。

2　贯彻质量管理体系过程出现的问题

211　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冲突

各研究所都有一套较符合实际情况并且为科研

人员所熟悉的科研管理模式 ,建立 ISO9000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对单位的责 、权 、利有明确的定位 ,改变

一些已经习惯但效率不高的思维模式和运行方式 ,

往往会引起一些抵触情绪。如何激励研究所的全体

人员积极参与此项工作 ,把推行 ISO9000质量管理

体系的外在压力变为内在动力 ,以主人翁的态度完

成此项工作 ,是贯穿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全过程的问

题 。将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理念渗透到科研工

作的每一个产品、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部门 ,使之成

为可控制的程序 ,是一项长期工作 ,必须在研究所的

各个层次 、各个部门 、各个过程中形成共识 。

2. 2　牵涉一定的精力

从体系的建立、试运行 、审核通过 、每年的复核

到每三年一次的验证 ,是一个循环上升的过程 ,每一

步 、每个环节都牵扯一定的人力 、物力 、财力 ;规范

责 、权、利又牵涉棘手的人事权利问题 ;员工的教育

培训 、资格认定 ,监视测量装置的维护保养 、校准检

定等工作 ,都会在原有科管运行模式上增加许多的

工作量和经费消耗 ,往往会引起相关部门之间的推

诿 、某些人员的抵触情绪 。没有一定的人员保障 、物

质资助及经费支撑 ,贯彻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工

作几乎等于“纸上谈兵 ”。

213　慢效的过程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 的最初几年 ,常常

看不到显著的效益 ,反而可能会因科研过程的管理

活动增强 ,感觉有点束缚科研人员的手脚 ,加之贯彻

体系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投入 ,从短期来看 ,投

入大于产出 ,是一个慢效过程 ,人们形象地把它比喻

成“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工程 。诸多因素对组织的

领导班子决策形成一定负面影响 ,从根本上统一认

识 ,统一思想 ,是伴随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和运行常抓不懈的工作 。

3　基本解决思路

311　领导高度重视 、人员各司其职是推行工作

的首要条件

《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中许多职责 ,如

质量目标 、质量方针的确定 ,体系的策划 ,任命管理

者代表 (简称管代 ) ,组织内的职责 、权限的规定和

内部沟通 ,管理评审 ,以及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所必需

的资源 (包括人力、基础设施 、工作环境 、信息 、财务

资源和自然资源等 )都是要靠最高管理者而不是某

个机关部门可以协调 解决或确定的 [ 4 ] 。各单位把

建立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形象比喻为“一把手工

程 ”。实际运行中 ,领导的决心和表率是关键 ,特别

在试运行阶段 ,最高管理者支持与否 ,决定了整个试

运行的成败和周期长短 。因此 ,领导的决策影响质

量管理体系的全局 ,是研究所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

“以人为本 ”,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

因素 。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在最高管理者的正确领导

下 ,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 ,才能取得成功 。只有人人

参与 ,各司其职 ,充分发挥其才干及敬业精神 ,加强

各级人员的意识 、能力和主动精神 ,产品质量才会得

到有效保证 ,组织才会获得最大利益 。

在贯彻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中 ,有一 些机构

和管理人 员的设 置是 一般研 究所 目前 没有的 ,如

“管代 ”、“贯标 ”工作机构 、不合格品审理系统等 ,这

些都需要 在各单 位的具 体实践 过程中 摸索 。“管

代 ”由最高管理者任命 ,并对其负责 ,各研究所可以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 ,任命总工程师或科研副所长等

为“管代 ”。贯标工作机构可以称为“质量处 ”、“贯

标办 ”、“企管办 ”或“质管办 ”等 ,该机构应独立行使

职权 ,在质量管理活动中 ,不受行政 、进度 、经费及其

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和体系有效运行因素的干扰 ,

独立执行任务 、做出判断 ,贯彻最高管理者在质量管

理方面的意图和决策 ,以便更好地行使其管理协调

职能 。该机构樊�‰�搊�ꄩ呪�㈠�呤�、�橺�‰�搊�蘩呪�ㄠ�理�樊�‰�搊�‰�搊�唩呪�㈠�呤��)呪�ㄠ�呤�騀�樊�‰�搊��呪���呤�门�樊�‰�搊��呪�‰�搊���在����呤�本�樊�‰�搊�琩呪�ㄠ�呤�暄�樊�‰�搊�稩呪�ㄠ�呤�斕�呪�ㄠ�呤�把�樊�‰�搊��呪�ㄠ�呤�败�樊�‰�搊��呪�ㄠ�呤�勴�樊�‰�搊���呺���呤��呪�䘰�搊��樊㐠�呤��呪�‰�搊��樊㔠�呤��呪�‰�搊��樊㔠�呤��呪�䘱��呦�〵�稊㘠�呤�质�樊�‰�搊��呪�ㄠ�呤�管�樊�‰�搊��呪���呤�协�樊�‰�搊�搊��呪��㔠呤�有�樊�‰�搊��呪�ㄠ�呤�务�樊�‰�搊��呪����呤��呪�䘱��呦�〵�稊㈠�呤�这�樊������呪���呤�化�樊�‰�搊��ㄠ�理�樊�写�樊�‰�搊�堩呪���呤�的�樊�‰�搊�小呪���呤�独�樊������呪�ㄠ�呤�姆�樊�‰�搊�騩呪���呤�的�樊�‰�搊��呪���呤�件�樊���㘠呤�《稊�‰�搊��樊无ㄠ��昊�㔠呺�‰�搊��呪�ㄠ�呤�一�樊�‰�搊�鬩呪�呪���呤�等�樊�‰�搊��呪�ㄠ�呤�际�樊�‰�搊��呪�ㄠ�呤�作�樊�‰�搊�㨩呪�ㄠ�呤�习�樊�‰�搊�栩呪�ㄠ�呤�枳�樊�‰�搊��呪�ㄠ�呤�它�樊�‰�搊�蜩呪�ㄠ�呤�辛�樊�㤠�㘠呤�从����呤��呪�䘱��呦�〵�稊㈠�呤�这�樊������呪�ㄠ�呤�到�樊�‰�搊�谩呪�ㄠ�呤����稊�‰�搊��樊无ㄠ��昊�㔠呺�‰�搊��呪����㔠影�樊�‰�搊��呪�ㄠ�呤�白�樊�樊�‰�搊��呪���呤�的�樊������解騔 厄的具作机务 、����呤��‰‰�昊��丰‰‰�昊��㬰‰‰�昊���呤��昊���呤��昊����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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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资金和物资条件是推行工作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 ,建立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需要一

定的投入 ,包括咨询费用 、工作环境改善、人员培训、

编制体系文件 、贯彻费用和有关奖励等 ,如果在完善

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对现有的设备 、设施等资源进行

校准 、更替和补充 ,那么投入可能会更大。绝大多数

单位是设立专项经费 ,专款专用 ,重点保障 ,也有单

位将用于质量管理费纳入科研课题的成本核算 ,这

是解决经费问题的理想途径 。

3. 3　教育培训 、统一认识是贯标和建设体系

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在“贯标 ”和 ISO9000质 量管理体系运 行过程

中 ,教育培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教育

培训要有组织 、有计划 、分层次进行 ,并贯穿于“贯

标 ”和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全过程 。通过

教育 培 训 , 提 高 研 究 所 全 体 人 员 对 “贯 标 ”和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认识 ,了解它的步骤

和方法 。无论是管理者培训 、骨干培训还是内审员

培训 ,涉及到的人 员必须全部 到位 ,“管 代 ”和“贯

标 ”主管部门人员都应该参加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

承担起组织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的

职责 。

314　总体策划是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

和运行的重要前期性工作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推行的前期策划包括本

单位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 、职责权限与分工 ,以及

需要认定的产品覆盖范围等 。质量方针和目标是组

织贯标和体系建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建立体系

的依据和基础 。因此 ,最高管理者应给予足够重视、

最好亲自策划和领导 ,反复推敲 。

认定的产 品包括软件 、硬件 、流 程性材料 和服

务 。认定产品的确定也就相应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机

构认定范围和各机构部门的职责权限 。各研究所在

整体推进中可以采取两种思路 ,一种是对成熟的或

顾客要求的产品请求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外审 ,

未涉及的产品和单位按原有的管理模式或纳入内审

体系 ;另一种是全体产品申请认证 ,确保整个组织管

理体系一盘棋 。鉴于各单位具体情况和中长期规划

不同 ,参考顾客和上级机关的意见建议 ,可以选择任

一种方式进行“贯标 ”。

吸收 、消化 、继承和改进本单位的科研管理经验

非常重要。在贯彻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中 ,首先 ,

应对本单位原有规章制度“清仓查库 ”,在现有文件

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 ,目前 ,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不应该轻易废除 。有的单位在初次策划和申请贯彻

或认定的过程中 ,一味迎合标准要求 ,全权抛弃现存

的行之有效的管理规范 ,制订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

文件 ,在实际科管工作中产生了文件化体系“好看

不好使 ”的现象 ,难以达到贯标的预期效果 。

综上所述 ,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是全员 、全过

程 、全特性参与的体系 ,是依托整个组织机构来协调

和运行的体系 ,它的建立和运行涉及体系所覆盖的

所有部门的各项活动 ,必须借助自上而下的质量管

理网络来运行 。研究所通过贯彻 ISO9000质量管理

体系 ,可以寻找和发现自身管理中的弊端及不足 ,采

取改进措施 ,加以纠正和预防 ,提高科研工作效率和

产品合格率 ,使研究所在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的同

时 ,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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