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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秦皇岛市热力有限责

任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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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质量技术应用有助于组织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的质量，改进研发、制造和服务流程，降低不良质

量成本，提升顾客满意度，提高技术水平和组织经营绩效，并有助于节能减排、降耗增效。质量技术应

用评价可以帮助组织了解质量工具、方法和技术的应用水平，激发组织学习、应用和创新质量技术的主

动性。

本文件旨在引导各类组织了解学习应用质量技术，规范质量技术应用评价工作，客观真实地反映组

织质量技术应用的情况；促进组织科学系统地使用质量技术、方法和工具，总结应用效果，持续改进创

新，推动质量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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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应用评价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质量技术应用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评价要求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组织质量技术应用项目的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质量技术 quality technology

为有效地实施质量管理和实现质量提升，由组织创造或有效应用的质量策划技术、质量统计技术、

质量分析技术、质量控制技术、质量改进技术、可靠性技术、标准化与计量检测技术、数据信息技术、

智能化技术、以及其他质量管理理论、模式、技术、方法、工具和最佳实践等。

3.2

技术发明项目 technology invention project

为应用质量技术而做出的具有较高价值的产品、工艺和系统等。

注：产品包括各种仪器、设备、器械、工具和零部件等，工艺包括工业、农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各种技术方法，

系统是指产品、工艺和材料的技术综合。

3.3

技术开发项目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

指在质量管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完成具有重大市场价值的产品、技术、工艺和设

计及其推广应用。

3.4

应用推广项目 application promotion project

指系统地引进、实施国内外先进的质量技术，并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发展，或形成较大规模的应用

范围，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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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础研究项目 basic research project

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统称。其中：

技术基础研究是为了获得关于质量管理领域内的通用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不

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应用基础研究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

3.6

社会公益项目 social welfare project

在质量管理领域的标准、计量、科技信息和科技档案等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以及通过应用质量技

术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质量安全风险预测与防治等社会公益性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应用推广。

4 总则

4.1 评价原则

评价原则如下：

——客观公正；

——科学合理；

——分类评价。

4.2 项目分类

项目主要分为技术发明项目、技术开发项目、应用推广项目、基础研究项目、社会公益项目等类别。

4.3 评价方式

4.3.1 采用资料评审和现场查验（必要时）相结合的方式评价；

4.3.2 对需要现场查验的项目，应组织相应资质的人员与项目相关人员现场质疑答辩、查验评价。

4.4 评价人员

4.4.1 评价人员应不少于 3名（单数）；

4.4.2 评价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a） 遵纪守法，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b）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

c） 能够科学独立公正地发表意见；

d） 应与项目完成单位或个人无利益关联。

5 评价要求

5.1 项目背景

5.1.1 项目来源。包括待解决问题的现状分析，项目实施的路径与方案，选用质量技术的科学性、合理

性等。

5.1.2 项目选题。符合国家、行业产业的发展方向；符合组织质量发展战略的要求；源于顾客及相关方

的需求；是创造的或有效应用的技术革新、创意、质量相关的改进与创新。

5.1.3 项目目标。目标清晰可测量性；目标设定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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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质量技术实施和应用

项目的实施过程至少包括资源配置状况，质量技术、工具、方法选择和应用的适宜性，过程信

息和数据记录可验证性。项目应选用适宜的质量技术，以获得最佳实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质量策划技术——项目筹划、谋划时用到的统计技术或管理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系统图、

目标管理、头脑风暴法、亲和图、平衡计分卡、对策表、流程图、PDPC 法、SWOT 分析、

关键成功因素法等。

b） 质量统计技术——项目实施过程中质量活动有关的数据和信息的搜集、整理、计算、分析

以发现规律的统计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描述性统计、试验设计、假设检验、测量分析、

过程能力分析、回归分析、可靠性分析等。

c） 质量分析技术——把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的各种资料转化为信息，以说明其本质或相互关

系所使用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和掌握质量特征数据的分布状况和动态变化趋势，

如直方图、箱线图、排列图；分析影响事物变化的因素，如因果图、关联图、系统图、方

差分析等；分析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散布图、回归分析、正交试验设计等；分析过程

质量的优劣，如过程能力和过程能力指数。

d） 质量控制技术——在项目实施中确保过程稳定，不产生超出规范的技术方法。分为抽样检

验和过程质量控制两类。过程质量控制常用方法为直方图、过程能力指数、控制图等。

e） 质量改进技术——在质量改进和技术改进活动中，有助于提高产品、过程和体系满足要求

的能力，使质量达到新水平、新高度的工具和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流程再造、质量功能

展开、六西格玛过程改进、直方图、控制图、过程能力分析、假设检验、方差分析、正交

试验设计等。

f） 质量现场技术——为提高现场管理质量而采用的管理技术或统计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定

置管理、6S 管理、看板管理、目视管理、精益管理等；

g） 质量风险技术——用于识别、确定和预防因产品或过程质量不符合或有缺陷而可能发生的

风险，所使用的可靠性技术和管理技术。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可靠性技术，包括可靠性设

计、可靠性分配、故障模式效应及危害性分析等。另一类为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技术，

包括危险和可操作性研究、事件树分析、故障树分析、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危害性分析

等。

5.3 项目创新性

5.3.1 质量技术的创新度。创新质量技术，对研究、开发、生产和交付过程进行改进，解决关键问

题，实现重大突破。

5.3.2 项目技术难度与复杂度。应用先进质量技术采取应对措施，解决质量管理领域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

5.3.3 质量技术的先进性。促进质量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竞争力，使总体质量指标和主要绩效指标

达到国内、国际先进。

5.4 项目推广作用

5.4.1 项目的实用价值。项目是否经过实践，并通过鉴定、验收、检测或技术评估。

5.4.2 项目的知识成果。项目形成专项权利的情况。

5.4.3 项目的转化程度。项目是否利于组织在内外部进行转化，可广泛学习、借鉴和使用，是否具

有示范、带动和推广价值。

5.4.4 项目数字化程度。在创新实施中的数字化水平及应用程度；利用信息技术与全面质量管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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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推动质量管理活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全价值链、全产

业链的质量协同和质量管理创新的能力。

5.4.5 推动技术进步。项目形成的结果是否对质量技术进步、质量管理和产业竞争力有推动和提升

作用。

5.4.6 应用质量技术创新可能引入的风险（必要时）。

5.5 项目有效性

5.5.1 项目已获得经济效益（和） 或社会效益的结果，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

类技术或产品的先进程度。

5.5.2 项目的发展、推广前景和潜在效益。

5.5.3 项目对质量事业的重大影响和贡献。

5.5.4 项目满足顾客及其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的程度。

6 评价程序

6.1 申报材料初审

申报材料应完整、真实、逻辑清晰，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标题应能准确表述项目的核心内容；

b） 材料完整客观，充分利用客观数据和真实信息描述实施过程和成效；

c） 项目类别选择符合相应要求，材料完整表达评价要求的内容。

6.2 组织评价

评价组织方在开展评价活动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和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具体评价工作如下：

a） 评价组织方根据项目特点和评价工作需要，抽选评价人员组成评价专家组开展综合评价；

b） 评价专家组根据资料评审和现场查验（必要时）对被评价项目进行量化评分，评价要求和

评价要点见附录 A。

c） 评价专家组对评价结果进行充分交流和讨论，形成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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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质量技术应用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质量技术应用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A.1

表 A.1 质量技术应用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评价指标

及权重

评价要求 评价要点

1
项目

背景

（5%)

项目选题来自于顾客及相关方的需求以及行业产业发展

方向，符合国家和组织发展要求，创造的或有效应用的

技术革新、创意、质量相关的改进与创新。

项目设定目标明确、可测量，并有充分证据论证目标设

定科学合理

·目标明确性

·创新性

·目标可测量

·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

2

实施过程

（15%）

项目实施过程资源配置合理，质量技术、工具、方法选

择和应用适宜，并充分考虑和运用知识资源，确保具备

知识基础，过程信息和数据记录详实

·资源配置

·质量技术、工具、方法的

适宜性、合理性

·信息完整性

3 创新性

(30%)

在质量技术上有重要创新且质量提升取得重大突破，总

体质量指标和主要绩效指标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应用先进质量技术，解决了研究、开发、生产和交付过

程中的关键问题；

通过质量技术创新，提升了产业竞争力或实现技术跨越；

解决了质量管理领域中的热点、难点和关键技术问题。

·创新点及突破性

·项目质量技术难度与复杂

程度

·先进性

4

推广作用

(30%)

项目经过实践，并通过相关的鉴定、验收、检测或技术

评估；

项目具有较高的转化程度，具有示范、带动和推广价值；

项目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利、标准、出版专著、软

件著作权等；

项目在创新实施中数字化水平及应用情况；

项目形成的结果对质量技术进步、质量管理和产业竞争

力有推动和提升作用。

·项目的实用性

·项目的成果转化

·项目的知识成果

·项目的数字化水平及应用

程度

·技术进步

·项目风险

5
有效性

（20%）

有充分、有效的事实和数据，证明其实现了设定目标；

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了质量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

为质量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做出了贡献

·经济效益，满足顾客及相

关方要求，提升市场竞争

力

·社会效益，促进质量技术

进步，对相关产业起到示

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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