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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轮胎产 品认证委员会秘书处 10 0 0 3 9)

15 0 9 0 0 0 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l 5 0 ) 于 1 9 8 7 年正式公布的国际性质量 管

理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
。

该系列标准的颁布
·

使世界各国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概念
、

原则
、

方法和程序得到统一
。

自 15 0 9 0 0 。 系

列标准颁布以来
,

世界上已有 70 多个国家将

这套标准转化为本国标准加以推行
。

我国于 1 9 8 8 年 12 月 1 日正式颁布 了

G B / T 1 0 3 0 0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 》系列国

家标准
。

G B / T 1 0 3 0。 系列标准是等效采用

15 0 9 0 0 0 系列标准的国家标准
。

为了适应我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要求
,

特

别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

促进

对外贸易多元化
,

发展外向型经济
,

国家技术

监督局于 1 9 9 2 年 I n 月修订原国家标准 G B /

T 1 0 3 0 0
,

为等同采用 15 0 9 0 0 0 系列标准
,

制

订 颁 布 了 双 编 号 国 家 标 准
,

即 G B / T

1 9 0 0 0一 9 2一 15 0 9 0 0 0一 8 7 (( 质量管理和质量

保证 》系列国家标准
。

G B / T 1 9 0 0 0一 15 0 9 0 0 0 系列标准是一

套结构严谨
、

定义明确
、

内容具体和实用性强

的管理标准
。

同 G B / T 1 9 0 0 0一 xs (〕 9 0 0 0 系

列标准配套的国家标准还有 G B / T 6 5 83 一

15 0 8 4 0 2 《质量— 术语 》
。

G B / T 1 9 0 0 0一

15 0 9 0 0 0 系 列 标 准 直 接 采 用 了 G B / T

6 5 8 3一 15 0 8 4 0 2 中 的 质 量 术 语
,

G B / T

6 5 8 3一 15 0 8 4 0 2 中的有关内容是理解和运

用 G B / T 1 9。 。。一 15 0 9 0 0 0 系列标准的前提

和条件
。

G B / T 6 5 8 3一 15 0 8 4 0 2 标准中共包

含了 2 2 个质量术语
,

其中最主要 的是质量
、

质量管理
、

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和质量体系 5

个术语
。

G B / T 1 9 0 0 0一 15 ( ) 9 0 0 0 系列标准包括

以下 5 个标准
。

( 1 ) G B / T 1 9 0 0 0一 9 2一 15 0 9 0 0 0一 8 7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 一

一选择和使用

指南 》

( 2 ) G B / T 1 9 0 0 1一 9 2一 15 ( ) 9 0 0 1一 8 7

《质量体系— 设计 /开发
、

生产
、

安装和服务

的质量保证模式 》

( 3 ) G B / T 1 9 0 0 2一 9 2一 15 ( ) 9 0 0 2一 8 7

《质量体系一
一生产和安装的质量保证模式 》

( 4 ) G B / T 1 9 0 0 3一 9 2一 15 ( ) 9 0 0 3一 8 7

《质量体系— 最终检验和试验的质量保证

模式 》

( 5 ) G B / T 1 9 0 0 4一 9 2一 15 0 9 0 0 4一 8 7

《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
-

— 指南 》

G B / T 1 9 0 0 O一 15 0 9 0 0 0 系列标准实际

上 可分成两 类
,

G B ,/ T 1 9 0 0 4一 xs ( ) 9 0 0 4 属

于质量管理标准
,

G B / T 1 9 0 01 一 15 0 9() o 1一

G B / T 1 9 0 0 3一 15 ( ) 9 0 0 3 是 3 种可供选择的

质量 保证模式
,

现已成为各国认证用的主要

标准
,

中国轮胎 产 品认证委员会就是 采用

G B / T 1 9 0 0 2一 15 ( ) 9 0 0 2 标准对轮胎生产企

业进行质量体系检查
。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一
一
选择和

使用指南 》是一个指导性标准
,

它对两类标准

的应用
、

对质量保证模式的选择
、

选择程序
、

选择 因素
、

证实和文件
、

合同前评价和合同准

备做了阐述
。

在应用其它 4 个标准时
,

首先要

对 G B / T 1 9 0 0 0一 xs ( ) 9 0 0 0 标准进行枷究
,

然后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标准
,

如企业仅是为 了满足非合同环境下内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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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体系的需要
,

则应选择 G B / 1 9 0 0 4一 15 0

9 0 0 4 标准
,

参照该标准所提出的质量体系的

基本要素
,

结合企业产品类型
、

生产方式
、

质

量管理经验和好的传统习惯
,

确定采用质量

体系要素和采用程度
,

建立和完善自身的质

量体系
。

如果企业是为了满足合同环境下外

部质量保证的需要
,

供需双方或供方 ( 申请第

三 方质量体系 注册
、

产品认证 ) 则 应参照

G B / T 1 9 0 0 1一 15 0 9 0 0 1一 G B / T 1 9 0 0 3一

15 0 9 0 0 3 3 个标准
,

在 已按 G B / T 1 9 0 0 4一

15 0 一 9 0 0 4 建立质量体系的基础上
,

确定一

个最适合的模式
。

G B / T 1 9 0 0 1一 15 0 9 0 0 1《质量体系
- -

一
设计 /开发

、

生产
、

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

式 》标准共列出 了 20 个体系要素
.

阐述 了在

合同环境下
,

从产品设计 /开发至售后服务的

全过程的质量体系要求
。

当合同明确要求供

方要进行设计
,

产品的性能 由需方确立或 由

双方协商确立而且需要证实供方的设计 开

发
、

生产
、

安装和服务方面的能力时
.

就需要

供方按照 G B / T 1 9 0 01 一 15 0 9 0 01 开展外部

质量保证活动
。

该标准特别强调对设计质量

的控制
,

因为设计是保证产品质量满足规定

要求的关键
,

因此标准提出对设计过程制定

严格的控制和验证程序
。

同时它覆盖了 G B /

T 1 9 0 0 2一 15 0 9 0 0 2 全部体系要素
。

G B / T 1 9 0 0 2一 15 0 9 0 0 2《质量体系—
生产和安装的质量保证模式 》标准共列出 18

个体系要素
,

阐述了从采购至产品交付的生

产过程的质量体系要求
,

它的 目标是预防制

造不合格品
、

不能接受的服务或不正确的安

装
,

标准提 出了从根本上采取纠正猪施以避

免同样问题重复发生的各种质量保证要求
,

它适合于合同环境下供方已经有 了定型成熟

的设计和技术规范而只需要证实供方在生产

安装过程中的质量保证能力 的情况
,

它要求

供方按照 G B / T 1 9 0 0 2一 15 0 9 0 0 2 标准开展

外部质量保证活 动
。

该标准覆盖 了 G B / T

19 0 0 3一 15 0 9 0 0 3 的全部体系要素
。

G B / T 1 9 0 0 3一 15 0 9 0 0 3《质量体系—
最终检验和试验的质量保证模式 》标准共列

出了 1 2 个体系要素
,

阐述 了从产品最终检验

至成品交付的成品检验和试验的质量体系要

求
,

该标准强调检验把关
,

要求供方建立一套

完整而有效的检验系统
,

包括对从事检验的

人员
、

检验所用程序
、

设备进行严格控制
。

这

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外部质量保证模式
,

它适

合于在合同环境下需要证实供方在最终检验

和试验中的质量保证能力的情况
,

它要求供

方按照 G B / T 19 0 0 3一 15 0 9 0 0 3 标准开展外

部质量保证活动
。

3 种质量保证模式的标准质量体系要素

采用程度见附表
。

附表 质 , 保证模式的标准质 t 体系

要素采用程度

质量体系要素
G B T 1g f ) O】

15 ( ) 9(一0 1

(三B
了

T 19 0 0 2 G B
r

T 1 90 0 3

一

15 0 9 0 0 2
一

15 ( ) 9 ( ) 0 3

管理职责
·

△ J

质量休系
。 ·

△

合同评审
· ·

一

设计控制
·

一 一

文件控制

二
△

采购
. ·

一

需方提供的

物资
. .

一

产品标识和可

追溯性
。 ·

△

工序控制

二
_

检验和试验

二
△

检验
、

测量和

试验设备

二
△

检验和试验

状态
。 。

△

不合格品的

控制

二
△

纠正措施
· ·

一

搬运
、

贮存
、

包

装和交付

二
△

质量记录

二
△

内部质量审核
·

△ 一

培训
·

△ 云

售后服 务
·

一 一

统计技术

二
△

注
: · 一

全部要求
:

△ 一比 G B / T 1 9 00 1 一 15 0 9 0 01 要

求低
:

乙
一

比 G B / T 19 0 0 2一 15 0 9 0 0 2要求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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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伟
(金陵石油化工公司化肥厂设计所 21 0 0 33)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制鞋业得到飞速发

展
,

仅 1 9 9 3 年向美国出口创汇就达 44 亿美

元
。

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
,

我国的制鞋

业越来越显出它的缺点和不足
。

( 1) 从制鞋业本身的发展来看
,

制鞋业是

一个投资见效快的产业
,

是一个劳动力密集

型产业
。

外商看重中国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市

场
,

投资厂家不断增加
,

大多数是以订单来定

产的
,

没有技术开发的投资计划
。

国内私人企

业看重制鞋业的近期效益
,

投资者也不断增

加
,

他们也没有技术开发的投资计划
,

致使我

国制鞋技术与我国的出口产值很不相称
。

( 2) 从劳动力的价格上看
,

随着我国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

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断提高
。

我国制鞋业以廉价的劳动力为基础
,

取得产

品低价格的竞争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

大陆的

制鞋业也将与台湾一样
,

只有二三十年的黄

金时期
。

( 3) 从传统观念上看
,

人们对制鞋产业抱

有偏见
,

对鞋业工人的文化
、

技术素质要求

低
,

因而该产业工作人员的总体素质是较低

的
,

以致于人体的头部装饰有美容美发师
,

人

体的躯干和四肢装饰有服装设计师
,

并有大

众化的美容美发书籍和服装设计书籍流行
,

而制鞋产业的技术设计人员却显得默默无

闻
。

他们的经济收人与美容美发师
、

服装设计

师相 比
,

也显得相形 见细
,

影 响了他们积极

性
、

创造性的发挥
,

阻碍 了制鞋业的技术发

展
。

实际上
,

鞋作为人体脚部的必用品
,

不但

具有审美和护脚的要求
,

更具有保健的要求
。

人体对鞋的保健要求
,

主要是要求鞋具有弹

性缓冲功能
,

以消除振动给人体内脏带来的

伤害
,

消除振动对脚关节
、

肌肉的损伤
。

( 4) 从人们的习惯思维上看
,

人们在研究

鞋的弹性缓冲功能时
,

思维仅局限于应用海

绵和气垫
。

前者虽然具有一定的缓冲功能
,

但

缺乏弹性
,

使人走起路来更费劲
,

犹如行走在

沙漠中
。

后者 由于气体对材料的浸透性
,

使人

们采用像塑料这样结构致密
、

缺乏柔性的材

料
,

导致弹性效果不佳
。

而采用弹性柔性材料

制作气垫
,

则成本偏高
。

如多年前
,

美国耐克

公司就研究生产了 自动充气气垫运动鞋
,

但

15 0 9 0 0 0 系列标准于 1 98 7 年首次颁

布
,

原定 5 年后即 1 9 9 2 年要修订一次
,

但由

于该标准颁布后采用的国家很多
,

以这些标

准为依据的质量体系的建立和审核工作发展

极为迅猛
,

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
,

因此
,

修

订 工作一直到 1 9 9 4 年才完成
。

现 在 15 0

9 0 0 0 族中的主要标准 15 0 9 0 0 0一 15 0 9 0 0 4

第二版已于 1 9 9 4 年 7 月 1 日颁布实行
,

第二

版的 15 0 9 0 0 0 族标准还只是 15 0 9 0 0 0 族标

准的第一期修订本
,

第二期修订工作已经开

始
,

它的目标是 2 0 0 0 年版的 15 0 9 0 0 0 族标

准
,

它将是一次更大的修订
,

修订后的 15 0

9 0 0 0 族标准的面貌将有很大的改变
。

对于第

二版新标准的公布
,

各国的质量体系与认证

机构极为重视
,

有的己作出了积极
、

迅速的反

应
。

这也要求我国有关部门及有关企业应积

极采取措施
,

尽快组织力量编制新版国家标

准
,

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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