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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质量管理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1、任务来源 

本国家标准的制定任务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7 年国家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项目编号为：20173840-T-469，由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牵头

组织编制《质量管理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指南》，定于 2018年完成。 

本标准由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1）提出并

归口。 

2、目的和意义 

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一直是制约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发展的

关键因素。通过深入调研我国工业企业的质量管控现状发现，先进的质量管理理

念的创新如全面质量管理、零缺陷管理、卓越绩效模式等的导入和自我完善固然

重要，但真正制约我国制造型企业质量水平持续提升的关键，是我们的质量技术

基础薄弱，在设计、工艺、制造、管控等过程中对诸多失效机理认识不足，失效

模式掌握不全，试验和检测方法落后，质量管控有效性差，质量水平持续提升缺

乏质量技术上的原动力，在质量技术上进行创新突破，是赶超世界先进质量水平

的关键。 

本标准提供了一个通过质量技术创新，快速夯实和提高企业质量技术基础能

力的途径和方法。该标准对促进我国产品质量由符合性向适应性、高可靠性转型，

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 

 

3、制定本标准的基本思路 

  （1）结合优秀企业成功实践提炼总结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C-T-F-P）由格力电器董明珠董事长提出，并经格力电器

多年应用实践，在企业经营业绩、品牌形象、产品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结合了格力电器的企业文化、质量管理体系和实际运

行案例。 

  （2）提出质量技术创新循环的概念及基本流程 

本标准确定了质量技术创新循环的基本思路，明确了该循环的操作流程，包

括顾客需求引领、试验技术驱动、失效机理研究、过程系统优化等 4个部分；给

出了每个流程所采用的方法、技术以及相关工具等。 

  （3）提出了构建质量技术创新循环为核心的质量体系的具体要求 

使质量技术创新循环获得更好的实施效果，本标准在质量技术创新循环基础

上，对现有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相关方针制度进行优化，支撑和资源方面，特别地

强调对目标管理、组织系统、标准系统、信息系统进行优化。质量技术创新循环

（C-T-F-P）的输出，应能够得到有效的集成应用，特别是在组织的价值创造过

程。 

4、名称和范围 

标准名称：《质量管理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指南》 

标准范围：本标准给出了组织开展质量技术创新循环的步骤、方法及实施指

南。本标准适用于追求卓越的制造业组织。 

5、编制依据 

标准编制按照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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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中给出的规则起草；采用 GB/T 19000《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规定

的术语。 

6、编写过程 

（1）标准立项 

为宣传推广中国质量奖获奖企业的质量管理模式。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申请国家标准《质量管理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指南》，

国家标准委于 2017年 12月给予立项。 

（2）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8年 3月正式成立了《质量管理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指南》国家标准起草

工作组，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组成单

位包括（顺序随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四川长

虹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学、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消费指南》杂志社、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 

（3）标准内容前期调研 

从各种渠道大量收集与本标准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对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信

息和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比较和研究，并对我国的企业特点做了一定程度的

调查。分别于 1 月份和 2 月份，多次召开研讨会，确定标准的框架和核心内容

点。 

（4）召开标准研讨会及讨论修订 

工作组于 3月 15日、5月 11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内容研讨会，研究讨论

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结构和标准具体内容，并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开展了

多轮讨论修订。于 5 月 16 日，标准起草组对格力现场进行调研，进一步校准了

标准的主体内容。5月 25日，进一步向各位起草组成员征求意见，并于 30日对

意见进行了统一处理，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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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题内容结构如下所示： 

4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 

4.1 总则 

4.2 顾客需求引领 

4.3 检验技术驱动 

4.4 失效机理研究 

4.5 过程系统优化 

5 顾客需求引领 

5.1 了解顾客需求 

5.2 掌握顾客投诉 

5.3 顾客满意测量 

5.4 确定顾客要求 

6 检验技术驱动   

6.1 确定检验要求 

6.2 提升检验技术 

6.3 检验控制 

7 失效机理研究  

7.1 确定失效机理 

7.2 全流程潜在风险识别 

8 过程系统优化 

8.1 专项改进 

8.2 系统优化 

8.3 实现质量技术创新 

9  实施和效果评价 

9.1 实施 

9.2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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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与 9000 族标准相容，通过有效和高效的实施，可支持 9000族标准目

标的实现。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仍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质量管理 质量技术创新循环指南》起草组 

                                           二○一八年八月一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