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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新闻

【中国质量报】武大质量院发布首个质量观测报告 

通过定量分析全景式展现总体质量现状 

中国质量报讯（记者张 华 通讯员李丹丹 江华丽）4月11日，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以

下简称武大质量院）发布《中国质量观测报告（2012年）》。据悉，这是我国大学研究机构首次通过

定量分析来全景式展现当前总体质量的基本状况，对我国质量问题作全面、理性而科学的评价。 

据介绍，2012年，武大质量院针对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四大领域，就质量满意度、质量

安全感、质量公共服务和公民质量素质4个方面开展了大规模调查，涵盖我国28个省份48个地区，发

放问卷3736份，回收有效问卷2865份，形成调研数据64.7万条。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组长、武大质量

院院长程虹说：“本次调查的抽样分城市抽样和农村抽样两部分，同时，充分体现年龄、性别、职

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多个维度的分布特征，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总体质量状况和

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质量的看法，抽取的样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 

观测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质量发展稳中有进，消费者的总体质量满意度为62.02分，处于及格

线之上，低于“较满意”的评价，高于“较不满意”的评价，总体评价为“一般”。程虹说：“应该

说，这种评价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的质量现实，特别是有很多领域如家用电器的质量满意度高于70

分，进入‘较满意’的区间，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在质量能力上的提升。”数据同时表明，我国质量发

展存在“软实力”相对不足、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地位未真正确立、消费者质量意识与行为不对称等问

题。 

通过对产品质量观测数据的分析，消费者认为我国目前最具风险的质量领域是食品和药品，分别

高达88.2%和77.05%，而食品领域中最需要加强治理的又是乳制品和地方小吃，特别是地方小吃在此

次排名中垫底，说明这是一个较之乳制品更需要加强治理的领域。 

观测数据还证明，在我国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这四大领域中，消费者满意度最高的是产品质

量，达64.72%，最不满意的是环境质量。环境领域的质量满意度较之最高的产品质量相差4.32分，最

不满意的两大环境质量领域——空气环境和噪声环境。满意度得分分别为59.31和58.61，排在最末两

位。程虹认为，“这一结果证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制造国，总体的产品质量状况有了巨

大的进步，较之于服务和工程，尤其是环境质量满意度更高，也提示我们需要尽快向服务型经济转

型，尤其是要大力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银行、通信、公交、医疗、教育等9项服务质量领域中，医疗服务质量满意度为59.89%，不仅

排名最后，也是唯一的得分未达到及格线的领域，处于“较不满意”层次。人们对于医疗软能力的满

意度比硬件的满意度要低，最不满意的三大医疗服务领域——医疗价格、医生态度和医生能力。医疗

价格的满意度得分仅为47.77，在122项满意度指标中排名倒数第一，医生态度和医生能力的得分均处

在60分以下，而这三项恰恰是决定医疗服务质量的软能力，说明现在影响医疗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已

经不全是医院分布、设备投入和建筑设施这些硬能力。 

观测数据还显示，近九成消费者购买过盗版产品；而消费者普遍认为，质量维权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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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该报告是武大质量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质量安全评价与网络预警方法

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程虹表示，质量观测与现有的基于产品或基于企业的质量评价不同，其主要是

基于对消费者的调查来进行质量的评价，由于消费者是质量的最终评价者，对于质量也有着最为直接

的感受，基于消费者的质量观测可以得到更有效的质量信息。此次调查，目的是构建我国目前最先进

的质量观测和质量评价方法,对我国质量问题作全面、理性而科学的评价，为我国质量的科学决策和

有效治理提供基础性的支撑。 

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yi/697609.html

（稿件来源：《中国质量报》2013年4月15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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