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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研究

汪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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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全面质量管理业务架构，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研究，通过信息化系统

的建设，实现以工作业务流程为驱动的全面质量管理；实现对整个管理过程中各个活动以及涉及到的技术和相关工具的完美

整合，对质量管理过程活动以及相关系统产生的质量信息数据一体化的管理和监控，有效解决当前质量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一

系列问题，推动公司质量管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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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usiness framework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t realizes the total quality control driven by the work business process, realizes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all activities in the whol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the technologies and tools involved, and manages and monitors the quality information data generated by the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and related systems effectively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and 

promote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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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满足企业质量管理数字化的发展战略，推进信息化统

一建设，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统一规划，针对供应链管理体系

运行实现信息化的质量过程管控，保障整个公司供应链质量

管理体系的闭环管理，完善与质量业务的深度融合，打造一

个便捷、高效的协同工作平台。整合企业质量管理业务数据

资源，对质量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与应用，提高公司质

量管理效率，支撑公司实现质量管理水平达到“预防级”并

向“完美级”发展。

2  现状概述

公司质量管理在质量体系保证能力、质量队伍能力、

质量机制、质量问题管控能力和质量文化五个方面还存在较

大差距。发现目前公司质量管理体系与业务域流程融合度不

够，指标导向不清晰，满足顾客期望有差距；质量队伍人员

能力素质有差距，配置不够合理；质量责任机制落实不到

位；质量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重复问题时有发生，质量工

具方法运用不够；诚信、程序意识未深入人心，质量刚性要

求落实不到位。

随着公司的战略转型，对质量工作的要求日益提高，人

均工作量也大幅提高，以目前的管理模式导致了质量管理成

本大幅增加，工作质量及效率随之降低。整个公司质量管理

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与业务流程融合度不够；

(2)质量策划不足，过程管控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3)业务架构梳理不透彻，界限不明晰，工作责任模糊；

(4)重复质量问题依旧存在，质量问题管理能力有待

提高；

(5)线下沟通成本较高，管理文档、质量数据未结构化，

不能建立文档之间的关联，管理成本较高；

(6)质量监督和评价机制不够完善，质量体系评价指标的

牵引力度不够；

(7)公司目前的信息化项目工作无法完全覆盖公司质量管

理的业务管理；

(8)质量信息不完整，传递过程出现断点且责任不明确，

经常遗漏任务；

(9)质量信息数据不集中，分散于多个平台，导致公司总

体质量信息数据得不到有效应用；

(10)管理质量业务域信息化程度较低，工作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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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提取相应的质量数据信息；

(11)质量管理过程无管理工具支撑。

3  信息化建设方案

3.1  建设目标及思路

以质量目标为牵引，构建供应链质量管理系统，建立从

质量目标到质量评价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实现产品研制过程

中全面质量管理。

3.1.1  基于质量框架建立供应链质量管理的运行模式

结合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框架，构建以质量目标管理为牵

引，质量计划、质量审核、成本管理等为监控手段面向供应

链管理运行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依据质量运行数据进行质量

分析与改进控制，实现对质量改进工作的有效支撑形成闭环

管理。

3.1.2  以供应链为主实现对于质量管理数据的集成

通过与供应链管理过程进行质量信息数据收集，辅助包

括质量成本、管理评审、质量追责、质量激励在内的业务评

价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帮助企业用可量化的指标度量企业质

量管理和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3.1.3  建立基于公司质量管理的质量评价框架

基于供应链质量管理所提供的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产生

的质量数据，搭建公司级质量评价模型，实现体系、组织、

产品的多维度质量评价。

3.2  应用架构及运行模式

质量管理系统总体框架建设包括：质量策划管理、质量

运行和监督、质量评价管理、质量问题改进等12个业务域方

面进行管理，并且预留质量功能的扩展能力，与其它业务系

统集成，进一步完善质量信息化管理的业务覆盖程度，保证

在质量态势中能够辅助管理者进行质量态势分析与预测。

基于PDCA的循环过程，以质量策划为牵引，通过质量

审核管理、质量工作计划管理、质量成本管理分别对供应链

管理过程质量工作情况、产品质量成本、体系运行情况进行

监督管控，为质量评价模型提供基础数据，实现基于供应链

的质量管理控制模式。  

3.3  数据集成

基于供应链管理过程，获取制造过程中所获得的各部门

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的运行数据，以及供应链管理过程中所

产生的产品质量数据，统一汇总到供应链质量管理系统中，

提高对于质量运行过程的监督效率，进而为实现对于各个维

度的质量业务评价提供统一的数据支撑。

3.4  质量评价模型构建

搭建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综合评价模型，从组织、项目/

产品、人员三个维度进行公司各级质量管理评价。

3.4.1  从组织质量管控能力、创新能力、行业发展能

力、创造的价值四个方面综合评价各级组织/部门质量管理能

力水平。

3.4.2  从项目产品维度评价、装备研制、生产制造过程

的质量控制能力以及对于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评价。

3.4.3  基于质量队伍维度，对质量队伍能力、质量工作

绩效、个人质量画像形成对质量各业务线的综合评价模型。

图（3-1）  质量评价模型

4  系统功能建设思路

4.1  质量策划管理实现公司实时对内外部环境及相关方

的识别、分析管理流程；实现公司开展质量管理评审对质量

体系运行进行年度评价，识别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改进机会，

确保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实现策

划并组织实施业务域质量要求的贯彻落实，确保质量要求充

分融入业务流程及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充分性和适宜性。通过

对质量管理的策划，明确质量管理活动过程中公司领导、各

部门所承担、赋予的质量管理角色、职责与授权，确保各项

质量职责的落实和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实现质量目标/指标的在线编制、修订、审批、发布与

完成情况反馈业务。支持质量指标的分类汇总统计。实现企

业级质量方针及中长期质量目标管理、年度质量目标制订与

分解、考评、质量目标查询与统计、过程监控与提醒、基础

维护及内部关联。

4.2  质量运行与监控管理：通过监视测量项目、监控

风险点的状态，了解过程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状态，以

及时采取措施，确保过程运行满足策划结果的要求；实现

协调解决公司当前质量工作重点和难点，推动公司质量管

理水平持续提升。实现质量体系运行过程的监视和测量流

程；实现对公司项目质量的统筹管理以及项目质量目标指

标的制定及落实。

通过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电子签名、GIS、离线加

密、标准接口、大数据分析等实现质量体系内部审核、外部

审核与自我审核的全过程管理，实现质量审核相关单位的信

息协同；实现不符合项的整改归零过程的实时监控，提高审

核员的能力和经验积累。实现不符合项分布情况、归零情况

等关键信息的分类统计。

4.3  质量评价管理主要按照评价对象，分别通过管理评

审对公司质量管理过程进行评价，干部/专家质量意识考核对

人员质量意识评价，顾客满意度管理对客户满意度评价，再

以质量激励管理和质量追责管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为手

段帮助质量绩效的提升。

质量管理评审管理：通过策划与实施质量管理评审，识

别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改进机会，确保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适

宜性、充分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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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成本管理：建立质量成本模型，集成相关业务系

统，采集质量成本数据，从预防成本、实际发生成本等不同

维度进行质量成本分析，并通过图表展示，基于质量成本管

理，实现企业的质量过程持续改进。

4.4  质量改进的运行主要是依靠产品制造、体系运行过

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改进依据，利用改进管理方法、工具

实现对于问题的闭环跟踪处理控制、以实现产品和质量体系

的持续改进，再配合质量知识管理让整个改进过程更加高

效。实现对公司质量问题的纠正措施管理；实现公司质量体

系的改进。实现开展质量改进的标准程序和方法，支撑组织

通过改进获得业绩优势。实现管理质量问题的整改，达到提

升质量问题改进效果和效率的目的。

4.5  质量支撑管理实现质量资质梳理、申请及管理流

程，对公司各层级质量资质的管理及到期预警；实现对六西

格玛等先进质量技术的管理和应用，通过策划与实施质量技

术方法应用，改进工艺技术、改善工作流程，提升产品实物

质量和质量管理水平；实现公司质量专项活动的管理与跟

踪；实现质量信息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实现公司质量绩效的

管理与评价。

5  结束语

通过基于流程体系的质量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建

立起战略清晰、架构完整、流程主导、要素融合、信息化支

撑、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实现业务全部覆盖、流程量

化监控、体系融合集成、自主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能力

成熟度综合评价和管控。满足对于多种体系下的质量管理过

程进行信息化管理的系统，整体实现对于质量管理过程的识

别定义、执行、治理、优化，形成对过程持续监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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