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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三十周年回顾 

刘源张 

    

从1976年我提倡，经原国家经委从1978年主持，到今年全面质量管理已经在我国的企业里推行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间，经过质量

战线上许多同志的努力，逐渐形成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全面质量管理。这许多同志中间，有不少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他们当中

有的是领导干部，有的是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是工人师傅，而且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为了纪念我所有的这些战友，我写了这篇

小结，献给他们，作为我的感谢，感谢他们长时间里给于我的支持和帮助。也是为了他们，我尽可能写出他们的贡献。 

三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代。每个时代又可以代表一个转变。在这些转变当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然而，这个

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有过不同的认识，也有过热烈的争论。另一方面，在这三十年里，始终有来自外国的影响。它们时而

起着促进的作用，时而起着负面的干扰。战友们和我就是在“求大同，存小异”的愿望中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建立

健全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付出了我们的心血。有的战友甚至为此过劳而献出了生命，其中两位的名字我愿记在这里，他们是原北

京清河毛纺织厂厂长丁鸿谟同志和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思聪同志。 

一、成就 

三十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 

1976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给予了全国质量战线的战士极大的鼓舞，也带给了我国质量事业上的极

大的成功。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其中出口为97.5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为21738亿美元，出口为12180亿

美元。就出口言，三十年间增长为当初的125倍。我国的产品行销全世界，如果不是“价廉物美”，怎能受到全世界人民的青

睐。我国人民自己的消费习惯也从单纯要求“价廉”转向要求“物美”了。当然这里有包括我的战友们在内的全国广大质量工作

者的功劳。最近最突出的事例是北京奥运的场馆质量，它令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官员和观众敬佩。我想，这会有助于提高全世

界人民对“中国造”产品的认识和信赖。 

二、时代的变化 

三十年、三个时代的全面质量管理各具特色，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1.第一个十年，国家推行的时代。 

在国务院的采纳和国家经委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的宣传、教育、培训、试点和推广工作。这个时代依然处于计划

经济时代，而正因如此，行政机构在全国的企业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作用。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

深。全面质量管理首先是全员教育，其次是各部门协调。这两件事都不是当时企业的科室建制所能负责的，于是我向当时一机部

的领导建议，企业设立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以负责企业内的全面质量管理的教育、培训、试点、协调和推行。领导采纳后，以

电话会议传达下去，几乎可以说是在一个晚上全国企业纷纷成立了全质办。 

这个时代的一件大事是QC小组活动的开展。小组活动、班组建设、民主管理在我国是有传统的。建国后五十年代的劳模班组，六

十年代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的民主管理，七十年代“拨乱反正”后的“工业学大庆”会上决议后推行的信得过班组，

都有它们独特的作用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它们都没有考虑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班组工人里建立QC小组，互教互学，领会

科学精神学会科学方法，再集思广益，发现并解决工作岗位上的质量问题。1976年我在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尝试组织了第一个QC小

组，1978年我正式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QC小组的活动。1979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QC小组代表大会，由此以来

至今三十年从未间断。全面质量管理经风雨不断、遭坎坷不平、时兴时衰，唯独它的一个组成部分??QC小组，不倒不败。粗略估

计，三十年间全国范围内接受过或参加过QC小组活动的工人和干部不下五千万人次，对产品质量以至国民经济的贡献难以估量。

不可否认，中国的QC小组活动受到日本的启发，但正如日本QC小组活动的创始人石川馨教授说过的，中国的“三结合”式QC小组

活动是他想学而办不到的。现在回顾，没有像总工会、共青团这样的行政参与，QC小组恐怕不会在全国开展，而且事实证明了，

一旦企业尝到了甜头，QC小组就会更好地继续存在、活动下去。 

1980年3月10日，原国家经委颁布了《工业企业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文中规定，“质量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

节”。不料这句话招致了企业管理界许多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计划管理才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计划经济中计划管理当然重

要，但是计划的目标应该是产品质量，这从当时全国企业的情况看是“有的放矢”的。经过我们的解释，总算大家都同意这个观

点了。1982年在国家经委下新设质量局，1988年标准局、计量局、质量局合并成立国家技术监督局，直属国务院。1979年开始，

国家规定每年九月为全国“质量月”，并设立国家质量奖，之后于1982年又设立国家质量管理奖，颁奖典礼上国家领导人亲自授



   

奖。同时，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传媒也都对全面质量管理进行了广

泛的报道宣传。从此，全面质量管理在全国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这个期间，国际交流开展的非常活泼。许多著名的外国质量管理专家都来华讲学，传授知识和经验。有的重视管理层而轻视现场

工人，有的主张过程管理而否定精神作用，有的提出质量经营以致给人以重经营轻管理的印象，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兼蓄并收的基

础上，结合国情、厂情加以区别对待。特别是，如国际标准组织的ISO-STD、美国国防部的MIL-STD等的产品技术标准被引进，对

我国的产品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派出国外的质量管理考察团带回的先进经验被广泛参考。 

应该提到的另一件事是，自1979年以来，在国家经委和各地方经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质量协会和在各地和各部门的质量协

会。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科技组织，她登记注册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作为一种科技性的群众组织，她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系团

体。因为质量协会的一个主要目的和工作是，在我们的年青工人和技术员中间普及质量的科学知识，以及提高他们解决质量问题

的本领，所以得到共青团中央的赞同和支持。这样的质量协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因如此，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质量协会在

中国的质量事业上发挥了很好很大的作用。 

在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全国的广大质量工作者参与了上述各种工作，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用

一句话说，就是：改变了全国企业对质量的认识和在质量管理上的做法。尽管参差不齐，格局已经形成了。质量一定是包括三大

件的“性能、成本、交货期”并重的质量，质量管理一定是三全的“全面质量观、全员参加、全过程管理”的质量管理。这个时

代是启蒙的时代。 

启蒙不等于贯彻。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行政部门对企业的控制变弱了，相反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限扩大了。事情发生得

这样快，企业的人们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急急忙忙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于是，全质办被取消了，质量大滑坡了，“假冒伪

劣”大量出现了，对全面质量管理的疑惑产生了。以致，全国质量奖被暂停了。尽管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种种的问题只

得留到下个时代去解决了。 

2.第二个十年，国家监管的时代。 

这个时代，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已经建立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经营的改变是这个时代的两件大事。市场

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的竞争和用户的需求是企业必须自主应对的课题。政府的职能因而必须转变为：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保证

市场的公平竞争、保障用户的消费权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质量管理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质量管理由政府负责实行国家推行转变为由政府负责实行国家监管的体制。1998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改名为国家质量技术监

督局，从此名正言顺，企业自己为产品质量负责，政府则是监管企业是否尽到责任。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由国家质监局代国家对企

业产品质量进行的监督抽查。这项举措实是国际上的创举，通观国家监督抽查的前后过程，不可否认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提高

了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 

同时，国家加强了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建设。1993年通过并开始执行的《产品质量法》明确了企业对产品质量的责任，同年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从用户的角度对产品质量做出了规定。不用说，许多质量战线上的同志参与了这两法的起草和讨论。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消费者协会从此有了法律依据，为消费者维权的活动开展的愈加有力。从1997年的“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开始的主题宣传更为消费者激发了自己的维权意识。 

1989年国家成立了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命我为主任委员，先是等效、后是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9000系列国际标准。这件事促使我国的质量工作者对全面质量管理进行了反省和深思。全面质量管理是质量管理的全新发

展，它提出来的理念、原则、和集成创新的方法论开阔了质量工作者的视野，而又有启发质量工作者发挥的余地。它被理解为质

量的管理哲学，是有道理的。然而就是因为它的哲学性质，往往使得质量管理工作者宛如入深山而见木不见林。ISO9000系列的

国际标准在思想和原则上遵循了全面质量管理，但在质量管理的技术层面上构成了基础的体系的管理标准，使得企业和质量管理

工作者可以具体地执行规定的各项措施，并且能够检查、判断它们的执行情况。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我国采用的首个国际管理标

准，人们把它称为企业的国际通行证。我们费了好大口舌才使这一误解得到解消。因为这个标准的执行可以客观地检查，它造就

了一门行业。整个这个时代，各地各部门纷纷成立这个标准的认证机构，成为极其赢利的市场中介组织。它的功过也有待下个时

代的评论和处理了。总之，这个时代的进步是，企业界普遍认识到，产品的质量管理与企业的质量体系同等重要，而且在某种情

况下后者更重要、更得优先建立。全面质量管理逐渐有了抓手。 

1996年12月24日国务院颁布了《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这个重要文件总结了过去二十年的质量事业的经验，提出了今

后质量管理的方向。它强调了继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和大力贯彻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质量战线上的部分同志参与了《纲要》的制

定，他们的辛勤努力给后来的质量工作者莫大的鼓励。说到《质量振兴纲要》，它要振兴的质量，自然是性能、成本、交货期并

重的质量。而这时代民营企业的大量兴起，以及国外客户在国内的委托加工或贴牌生产，一方面给于这些企业微薄的利润，另一

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更主要的是，他们教会了中国企业真正了解了性能、成本、交货期并重的全面意义的质量概念。不

过，这种薄利多销的出口策略也留下了许多有待下个时代解决的问题。 

1992年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全国质量工作会议。朱基副总理主持会议，李鹏总理到会讲话。这是一次总结质量工

作的大会，是一次检阅质量工作队伍的大会。 

1999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吴邦国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朱基总理送来了批示。这次会议强调

了产品质量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提高全民的质量意识，切实加强质量监管和监督抽查，抓好全面质量管理等。朱基总理的批示更

是言简意赅：“当前，我们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质量工作正是主攻方向，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放任假冒伪劣，国家

就没有希望。”这两次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体现了对于市场的重视，明确了企业和国家对产品质量的分工负责，指出了质量工作培

训的重要性，更加激起了全国广大质量工作者的责任心。 

全面质量管理从第一个时代的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推行的企业“削足适履”的情况脱胎出来，进入了市场经济下国家监管的企业施

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期。跨国公司在华的合资企业也在质量管理上传授了他们的经验。而且在这个时代的末尾，国家

设立了质量工程师的资格考试和认证制度，为今后的人才培养和使用准备了条件。全质办消失了，但企业比较普遍设立了质量总

师或质量总监的职位，使我们这些质量战线上的老战士感到欣慰。 

这个时代，服务工作的质量问题提上了日程。1987年9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编导的《服务工作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

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好评。其后至1991年9月连续播出四次，每期两个月。1988年6月28日李鹏、胡启立、姚依林、吴学

谦、薄一波、芮杏文等同志在中南海会见了《讲座》的全体同志。1995年9月，我们主编的《服务质量国家标准电视讲座》在中

央电视台播出。这两个电视讲座不只是电视广播，还在之前、中、后培训了一批学员和辅导员。当年的这些战友很多都已退休，



他们的努力我们要记住。 

在质量管理的知识普及和经验介绍上传媒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但是，没有行政部门，特别是传媒

部门，领导的热心，这种事很难做到。 

3.第三个十年，国际化的时代。 

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的质量管理国际化了。所谓国际化，不单纯是国际标准的采用，或管理方法的国际接

轨，而是在国际上要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或许可的各种约束，例如，非关税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这

样，中国的质量工作者必须学习和掌握这些方面的新知识，获得这方面的新本领，才能应付这一新局面。从目前在国际标准化组

织或在世界贸易组织任职的人员和人数来看，中国的质量工作者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起来。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国家在质量管理机构上做了调整。2001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合并，成立了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升格为部级单位。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的质量监督工作实行垂直管理，即全国各地的质检部门归总局

直接领导。这就使得国家质检总局在监督管理全国的质量工作上有了更大的权威和更大的实力。随后又对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能够正确反映全国各行业产品的质量情况，并且加强了季度抽查结果的可比性。在质量和质量管理国际化

的时代，国家质检总局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这个时代应该大书特书的是标准化工作得到国家的极大重视。虽然早在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

例》的第一条就说明了“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专业化，就没有高质量、高速度”，1984年

国家标准局发布了《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但是等到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家才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高度看到了

标准化的重要性和急迫性。2001年国家组建了国家标准化委员会，2006年又成立了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2006年，根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年）》，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制定

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2006?2020年）》，此《纲要》由国务院颁布，国家标委组织实施。我一向认为，质量管理和标准化

是表里一体的关系，质量管理是标准化的落实和发展，标准化是质量管理的基础和依据。如今，有了这个《标准化发展纲要》，

再加上上个时代的《质量振兴纲要》，质量管理工作者和标准化工作者就有了合作的前提和共同努力的目标。我寄希望于这一合

作的发展和成功。 

2001年成立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她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并立成为我国标准化事业的两大支柱。国家认监委成立以来，在

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实验室建设的标准和标准认证机构的监督管理上，统一了过去国家技监局时代以来的标准工作，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第二个十年的叙述当中提到认证机构的功过。2006年国家认监委发动的全面清理整顿非法认证活动的举

措，可以说是对全国的认证机构的一次“论功罚过”，震惊了这个行业。另外，国家认监委特别注意国际合作，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赢得了国际赞誉。 

我在叙说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说到我们被迫采用的“薄利多销”。到了这个时代，我们明白了，我们贴的是人家的牌子，我们必

须要有自己的世界名牌。于是，国家质检总局成立了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2001年12月29日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中国名牌

产品管理办法》，规定了名牌的评比要求和程序。2008年8月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发布了《2008年中国世界名牌产品评价通

则》，以期公正公平公开。与此有关，2004年国家标委制定并实施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国家标准，指导并鼓励中国企业追

求卓越。卓越的一个重要表现，不言而喻，就是创名牌、创世界名牌。无论是标准化的贯彻，还是名牌的创立，都离不开人才。

我们质量战线上的人才不是广大地多，而是严重地少。培养人才是每次国家质量工作会议的呼声。“人才培养，名牌战略，标准

化”成了这个时代质量管理的三大战略。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有了自己的全盘考虑。 

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此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有了指导原则。现在我们

可以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全面质量管理的目的、理念和方法。第一，以人为本。全面质量管理始于教育、终于教育，始终注意培

养人的质量意识和质量技能以作为提高和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第二，统筹协调。全面质量管理奉行体系的管理，着重产品的设

计、工艺、制造、检验、使用、服务之间的协调，以达到又好有快又省的效果。第三，可持续发展。全面质量管理以改进为宗

旨，按照PDCA的循环不断改进管理体系、提高产品质量，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保持和企业的持续发展。但是，从科学发展观要求

的目的看，迄今的全面质量管理有问题。我们曾只是在企业的内部讨论质量的问题。我们不曾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到一个大的环境

中去讨论。我们曾主张全面意义的质量，不过这个“大质量”的概念也只是企业内部关心的事。科学发展观提倡的“环境友好，

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全面质量管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这种要求上去考虑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去考虑质量

管理的内容和体系。这样的质量才是真正的“大质量”。对于原有的三大管理体系标准，即：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许多企业希望统一成一个标准。这不仅是企业要省人省钱省事，更应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方面去理

解。 

这个时代，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与外国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美国的玩具事件、日本的毒饺子事件，欧盟的打火机事件，引

起了我国从政府到民间的极大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07年7月27日召开了全国质量工作会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第三次。吴仪副总理主持会议，温家宝做了质量工作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了，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质量工作；面对新的形

势，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着力抓好质量监督、标准体系建设、质量法制建设、舆论和信息

工作。三次全国质量工作会议我都参加过，却是第一次听到国务院总理提出要加强舆论和信息的工作。的确，全面质量管理也是

需要舆论和信息的监督和支持。会议决定，国务院成立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的质量工作领导小组。会后，在吴仪副总理的直接领

导下，国家质检总局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活动。在乡镇的基层生产单位灌输了质

量意识，初步改变了它们的质量管理。影响无疑将会是深远的。 

三、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全面质量管理，我在上面扼要地作了回顾。下面我想对其中的问题再做些补充讨论。 

1.全面质量管理究竟是什么？ 

在第一个十年里，我曾在井冈山做过一次系列讲座。江西省质量协会把它印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发行。题目就叫《究竟什么是

TQC?》。它是我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和日、美的经验对全面质量管理所做的思考。主要还是我们的企业应该怎样看待全面质量管

理。今天，我觉得我们对全面质量管理，不只是针对企业要提出的，还要考虑全社会的要求。前一个场合要求企业为用户负责，

但在后一个场合是企业对社会的广泛责任。企业的“诚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企业没有诚信，社会责任的一切都无从谈

起。同时，我们也要对社会责任做出一定的界定。“科学发展观”给予了我们启示，我们的全面质量管理必须是有助于达成“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目标，以此来扩展全面质量管理的广度和深度。 

2.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有什么特色？ 

我在一开始宣传、讲解、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时，就曾说过，我们的全面质量管理是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不是日本的全面质量管

理，更不是美国的全面质量管理。说这话的理由是，我们是从国情出发，根据当时企业的普遍问题和当时的员工思想，提出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