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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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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由中国检验检测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厚街分局、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惠州市诚业家具有限公司、东莞市擎

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锡稳、黎伟新、谷历文、周斌、尹柱坚、金震、吴长征、路立刚、方静、王丽平、

岳高峰、杨青海、王淑敏、刘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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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质量创新力评价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造业企业质量创新力的评价原则、评价要素和评价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业企业质量创新力的第三方评价和企业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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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９２７３　企业标准化工作　评价与改进

ＧＢ／Ｔ２９４９０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ＧＢ／Ｔ３５７７８　企业标准化工作　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９２７３、ＧＢ／Ｔ３５７７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创新力　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犪犫犻犾犻狋狔

为了实现特定领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持续提供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能力。

３．２

质量创新力　狇狌犪犾犻狋狔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犪犫犻犾犻狋狔

企业在生产实践中反映的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持续提高的能力。

４　评价原则

４．１　客观性

评价主体应以标准为依据，基于评价客体的基本特征，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４．２　科学性

评价的指标、分值应合理，评价结果应具有可追溯性，评价流程应具有可重复性。

４．３　公正性

评价主体在评价过程中应平等对待所有评价客体。

４．４　公开性

评价主体应保障评价客体、预定范围内组织及人员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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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独立性

评价主体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对评价客体的评价。

５　评价要素

５．１　企业经营

５．１．１　企业规模

５．１．１．１　企业规模类型

企业规模类型分为：

ａ）　大型；

ｂ）　中型；

ｃ）　小型；

ｄ）　微型。

　　注：企业规模类型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依据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和员工人

数进行划分。

５．１．１．２　企业总人数

企业员工总人数。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不包括

临时工。

５．１．１．３　上一年营业总收入

企业上一年在日常经营业务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收入。

５．１．１．４　上一年创新收入比率

企业上一年在创新产品、创新技术中产生的收入占企业总体收入比例。

５．１．２　经营质量

５．１．２．１　土地产出率

指归一化处理后的单位土地上的平均年产值。

土地产出率＝上一年营业收入总额／企业占地面积。

　　注：土地产出率是反映企业土地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依据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土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等

确定占地面积，注意不是建筑面积。

５．１．２．２　厂房使用效率

厂房使用效率＝上一年营业收入总额／企业建筑面积。

　　注：厂房使用效率作为土地产出率的参考指标。

５．１．２．３　企业利税

企业利税包括：

ａ）　企业上一年获得利润总额；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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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企业上一年上缴税收总额。

５．１．２．４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上一年工业总产值／企业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注：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表现。

５．１．２．５　售后服务体系

企业是否建立了售后服务体系。

　　注：售后服务体系反映企业产品售后保障质量水平。

５．２　质量基础保障

５．２．１　标准化

５．２．１．１　产品标准化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ａ）　生产的产品是否有明确的执行标准；

ｂ）　反映企业产品的合规性，通过检查产品外包装或说明书，确认企业是否正确明示执行标准；

ｃ）　企业执行的标准是否现行有效。

５．２．１．２　经营标准化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ａ）　是否建立渠道收集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的各种标准文本信息；

ｂ）　是否对标准信息做到及时更新、有序控制。

　　注：反映企业对质量管控的深度。

５．２．１．３　专利标准化

相关技术专利是否已经转化为标准。

　　注：考察企业的专利运用。

５．２．１．４　标准化能力

标准化能力考虑以下方面：

ａ）　负责标准规划和标准制定；

是否具有合理可行的标准体系，是否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修订。

注：考察企业的标准化实力。

ｂ）　承担标准化机构。

是否承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常设工作组）秘书处工作。

　　注：考察企业对标准化的重视程度。

５．２．２　计量校准

５．２．２．１　测量管理体系

企业是否获得测量管理体系确认。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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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２　仪器设备校准

企业的实验仪器设备是否被校准。

　　注：可参看是否有期间核查计划和作业指导书。

５．２．２．３　计量器具检定

企业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检目录的

工作计量器具，是否实行强制检定，是否全部检定，是否在检定期内。

５．２．２．４　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校准或检定器具是否实现信息化管理。

５．２．３　检验检测

５．２．３．１　质量管控部门

企业组织是否设有质量管理、控制部门。

５．２．３．２　原材料质量控制

是否对原材料进行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方式可分为：

ａ）　供应商宣称；

ｂ）　供应商提供报告；

ｃ）　自检；

ｄ）　委外检测。

５．２．３．３　出厂检验

是否开展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方式为：

ａ）　客户验收；

ｂ）　自检；

ｃ）　委外检测。

５．２．３．４　实验室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ａ）　企业是否设有实验室；

　　注：包括研发实验室、检测实验室。

ｂ）　企业实验室是否获得相应资质。

　　注：资质包括ＣＮＡＳ、ＣＭＡ等国内资质认可或授权，或者国外检测认证机构目击实验室授权。

５．２．３．５　第三方检测机构

是否有稳定合作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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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认证认可

５．２．４．１　体系认证

企业获得的体系认证情况。

　　注：核对认证证书，与国家认监委的查询数据库对接，通过企业名称或证书编号查询确认真伪。

５．２．４．２　产品认证

企业是否获得自愿性产品认证。

５．２．５　人才培养

５．２．５．１　首席质量官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ａ）　企业是否设置首席质量官；

ｂ）　是否达到负责企业质量工作的能力要求；

ｃ）　是否接受过首席质量官专业培训。

５．２．５．２　检验人员

企业研发或检测实验室的检验人员是否经过专业培训和持证上岗。

５．２．５．３　体系内审员

企业是否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体系内审员。

５．２．５．４　质量管理人员

企业是否对质量管理人员进行持续的质量教育或培训。

５．２．６　经费保障

企业是否有将质量基础方面的开支纳入企业常规预算。

　　注：考察企业对质量基础方面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

５．３　研发创新

５．３．１　研发情况

５．３．１．１　企业认定

是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５．３．１．２　研发部门

是否设有研发部门。

５．３．１．３　研发人员

研发人员占企业全体员工比例。

　　注：根据行业平均水平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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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４　企业技术中心

是否被认定为企业技术中心。

５．３．２　创新途径

创新途径主要包括：

ａ）　自主研发；

注：包括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ｂ）　技术合作；

ｃ）　委外；

ｄ）　其他。

５．３．３　创新可控性

是否存在无法规避或获得授权的他人专利权。

５．３．４　联合创新

是否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

５．３．５　技术创新投入

５．３．５．１　上年投入

上一年技术创新投入资金。

５．３．５．２　本年投入

本年计划技术创新投入资金。

５．３．５．３　投入比例

技术创新投入资金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注：根据行业平均水平衡量。

５．３．６　创新环境和氛围

５．３．６．１　国际会议

企业参加或主持国际会议情况。

５．３．６．２　论文论著

企业发表期刊论文和出版著作情况。

５．３．６．３　科研项目

企业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５．３．６．４　标准

企业承担标准制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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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知识产权

５．４．１　基本状况

５．４．１．１　总数量

企业拥有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商标、版权的数量。

５．４．１．２　发明专利比例

发明专利等高价值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量的比例。

　　注：与行业平均水平比较衡量。

５．４．１．３　应用情况

上述专利是否已经应用到企业的产品中并使该产品得到完整专利保护。

　　注：反映专利实施情况。

５．４．１．４　知识产权能力

是否具有专利数据库、专利导航。

５．４．２　获得知识产权的主要方式

知识产权主要获取方式如下：

ａ）　自主创新后获得授权／集成创新；

ｂ）　引进消化后创新获得授权／购买所有权；

ｃ）　使用许可／企业并购；

ｄ）　其他方式。

　　注：反映企业的创新实力。

５．４．３　国际专利

企业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版权是否分别获得国外注册。

５．４．４　知识产权管理质量

５．４．４．１　规范贯标

完成ＧＢ／Ｔ２９４９０的贯标。

５．４．４．２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是否被评为国家、省、市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５．４．４．３　专利优势企业

是否被认定为国家、省、市专利优势企业。

５．４．４．４　专利奖

是否获得国家、省专利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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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质量品牌

５．５．１　品牌

５．５．１．１　自有品牌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ａ）　企业是否拥有自有品牌；

ｂ）　企业拥有的品牌层面。

５．５．１．２　国外品牌

企业的品牌在国外是否有商标注册。

５．５．２　信用

５．５．２．１　信用等级评价

企业是否参与信用等级评价。

５．５．２．２　信用企业名单

企业是否被纳入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名单。

５．５．３　卓越绩效

企业是否导入卓越绩效管理。

５．５．４　政府质量奖

企业是否获得市、省或国家质量奖。

６　评价流程

６．１　制定方案

６．１．１　确定评价主体

确定一个评价机构，负责评价活动的实施。

评价主体可以是：

ａ）　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ｂ）　评价客体的上级主管机构等关联机构；

ｃ）　评价客体。

　　注：评价客体为完善自身建设而开展自我评价。

６．１．２　确定评价客体

确定一个制造业企业，作为评价活动实施的对象。

评价客体应具备以下条件：

ａ）　符合产品质量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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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

ｃ）　未列入失信企业名单；

ｄ）　相关资质齐全。

６．１．３　确定评价目的

确定评价活动实施的目的。

评价目的可以是：

ａ）　质量创新力调查统计；

ｂ）　质量创新力上级监管；

ｃ）　质量创新力自我完善。

６．１．４　确定评价指标及分值

确定评价活动的指标项及其分值：

ａ）　针对评价目的，确定评价指标项；

ｂ）　面向评价指标，确定各级评价指标的分值。

　　注：按照本文件的评价要素，给出评价指标及分值，参见附录Ａ。

６．１．５　确定评价方法及步骤

确定评价具体方法及操作步骤：

ａ）　按照评价指标及分值，确定评价具体方法；

ｂ）　按照评价原则，确定评价操作步骤；

ｃ）　评价方法及步骤应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６．２　实施评价

６．２．１　数据采集

针对评价指标，采集评价客体的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记录。

６．２．２　数据审核

对采集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审核，应对问题数据进行二次采集，直至审核通过。

６．２．３　结果计算

基于采集数据，按照评价方案，采用加权评分法，计算各项指标分值和最终的评价结果。指标评分

规则参见附录Ａ。

６．３　发布结果

６．３．１　编制评价报告

根据评价结果，结合评价目的，编制评价报告。

　　注：评价报告可包括但不限于评价背景、评价目的、评价指标、评价流程和评价结果。

６．３．２　发布评价结果

评价主体适时发布评价结果，发布的时间、地点、公开范围等由评价主体根据评价目的决定，可对评

价结果发布的影响和实效等进行跟踪反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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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评价指标评分表

　　评价指标评分表如表Ａ．１所示。

表犃．１　评价指标评分表

序号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分规则

１

２

３

４

５

企业经营（１０）

经营管理（４）

经营质量（６）

企业规模类型（１）

按企业规模类型给出分值：

大型，分值１；

中型，分值０．８；

小型，分值０．６；

微型，分值０．５

企业总人数（１）

按企业总人数给出分值：

１０００人（含）以上，分值１；

５００人～９９９人，分值０．５；

４９９人～２００人，分值０．３；

１９９人～１００人，分值０．２；

１００人以下，分值０．１

上一年营业总收入（１）

按上一年营业总收入给出分值：

１００００万元（含）以上，分值１；

１０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万元（含），分值０．５；

５０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０万元（含），分值０．３；

２０００万元～１０００万元（含），分值０．２；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分值０．１

上一年创新收入比率（１）

按行业创新总收入比率比较给出

分值：

平均值×２（含）以上，分值１；

平均值×２～平均值（含），分值０．８；

平均值以下，分值０．５。

注：平均值为已有样本值（包含在评

样本值）的统计平均值。首个样

本时，样本值即为平均值

土地产出率（０．７）

按行业土地产出率比较给出分值：

平均值×２（含）以上，分值０．７；

平均值×２～平均值（含），分值０．５；

平均值以下，分值０．３。

注：平均值为已有样本值（包含在评

样本值）的统计平均值。首个样

本时，样本值即为平均值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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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评价指标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分规则

６

７

８

９

企业经营（１０） 经营质量（６）

厂房使用效率（０．３）

按行业厂房使用效率比较给出分值：

平均值×２（含）以上，分值０．３；

平均值×２～平均值（含），分值０．２；

平均值以下，分值０．１。

注：平均值为已有样本值（包含在评

样本值）的统计平均值。首个样

本时，样本值即为平均值

企业利税（２）

按行业企业利税比较给出分值：

平均值×２（含）以上，分值２；

平均值×２～平均值（含），分值１；

平均值以下，分值０．５。

注：平均值为已有样本值（包含在评

样本值）的统计平均值。首个样

本时，样本值即为平均值

全员劳动生产率（１）

按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给出

分值：

平均值×２（含）以上，分值１；

平均值×２～平均值（含），分值０．５；

平均值以下，分值０．３。

注：平均值为已有样本值（包含在评

样本值）的统计平均值。首个样

本时，样本值即为平均值

售后服务体系（２）

按售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给出分值：

售后服务体系完善，分值２；

有售后服务体系，但不完善，分值１；

没有售后服务体系，分值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质量基础保障（５５） 标准化（１０）

产品标准化（４）

按企业产品合规性给出分值：

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均有执行标准，

且使用正确，分值４；

部分有且使用正确，分值２；

有但有误，分值１；

没有，分值０

经营标准化（２）

按企业经营合规性给出分值：

企业有经营标准，且受控管理，分值２；

企业有经营标准，缺受控管理，分值１；

企业无经营标准，分值０

专利标准化（１）

按企业专利标准化程度给出分值：

企业半数及以上专利转化为相应标

准，分值１；

企业有专利转化为标准，但不足半数，

分值０．５；

企业无专利转化为标准，分值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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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评价指标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分规则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质量基础保障（５５）

标准化（１０）

计量校准（１０）

检验检测（１５）

标准化能力（３）

按企业标准化能力给出分值并相加：

企业有合理可行的标准体系，分值１；

通过“标准化良好行为”认定，分值１；

承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分值０．５；

主持完成（发布）标准制修订，分值０．５

测量管理体系（２）

按所获级别给出分值：

获得ＡＡＡ级确认，分值２；

获得ＡＡ级确认，分值１；

获得Ａ级确认，分值０．５；

没有，分值０

仪器设备校准（３）

按校准情况给出分值：

全部校准且在校准期内，分值３；

部分校准且在校准期内，分值１．５；

没有校准或校准过期，分值０

计量器具检定（３）

按检定情况给出分值：

全部检定并在检定期内，分值３；

部分检定且在检定期内，分值１．５；

没有检定或检定过期，分值０

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２）

按信息系统功能给出分值：

有实现自动提醒、校准或检定报告上

传浏览等基本功能，分值２。

无基本功能，分值０

质量管控部门（３）

按质量管控部门情况给出分值：

有专门的质量管控部门，分值３；

无，分值０

原材料质量控制（３）

按原材料质量控制情况给出分值并

相加：

供应商宣称质量合格并提供质量报

告，分值１．５；

有质量自检或委外检测，分值１．５

出厂检验（３）

按出厂检测情况给出分值并相加：

有出厂客户验收，分值１．５；

有出厂自检或委外检测，分值１．５

实验室（４）

有研发实验室或检测实验室，并获得

ＣＮＡＳ、ＣＭＡ 等检测机构认可或授

权，或者获得国外检测认证机构目击

实验室等授权，分值４；

有实验室，但未获得授权，分值２；

没有，分值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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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评价指标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分规则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质量基础保障（５５）

检验检测（１５）

认证认可（５）

人才培养（１０）

经费保障（５）

第三方检测机构（２）

按第三方检测机构情况给出分值：

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分值２；

没有，分值０

体系认证（３）

按体系认证证书情况给出分值：

每个证书，分值０．５，累加，封顶３分。

例如：ＩＳＯ９００１、ＩＳＯ１８００１、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等体系认证证书。

注：核对证书，与国家认监委的查询

数据库对接，通过企业名称或证

书编号查询确认真伪

产品认证（２）
按自愿性产品认证情况给出分值：

每个证书，分值０．５，累加，封顶２分

首席质量官（３） 有分值３；没有，分值０

检验人员（３） 有分值３；没有，分值０

体系内审员（２） 有分值２；没有，分值０

质量管理人员（２） 有分值２；没有，分值０

按企业对质量基础的重视程度及投入

给分：

标准化、计量校准、检验检测、认证认

可、人才培养等５个方面，每项最高分

值１，累加，封顶５分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研发创新（２０）

研发情况（８）

创新途径（２）

企业认定（３）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分值３；

否则，分值０

研发部门（３）
设有研发部门，分值３；

否则，分值０

研发人员（１）

计算研发人员占企业全体员工比例，

按行业平均水平衡量，给出分值：

达到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分值１；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分值０．５；

无研发人员，分值０

企业技术中心（１）
被认定为企业技术中心，分值１；

否则，分值０

按创新途径（自主研发／技术合作／委

外／其他），给出分值：

自主研发，分值２；

技术合作，分值１．５；

委外，分值１；

其他方式，分值０．５；

无创新途径，分值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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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评价指标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分规则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研发创新（２０）

创新可控性（１）

联合创新（１）

技术创新投入（３）

创新环境和氛围（５）

是否存在无法规避或获得授权的他

人专利权：

不存在：分值１；

存在：分值０

开展产学研合作，最高分值１；

否则，分值０

上年投入（１）
上一年技术创新投入资金，最高分

值１

今年投入（１）
今年计划技术创新投入资金，最高分

值１

投入比重（１）

计算技术创新投入资金占年度营业

收入比重，按行业平均水平衡量，给

出分值：

达到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分值１；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分值０．５；

无投入，分值０

国际会议（２）
承办国际会议，每次分值０．５；参与国

际会议，每次分值０．２；累加，封顶２分

科研项目（２）

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每项分值０．５；

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每项分值０．２；

累加，封顶２分

论文论著（１）
出版论著，每部分值０．３；发表论文，

每篇分值０．１；累加，封顶１分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知识产权（１０） 基本情况（４）

总数量（２）

企业获得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商标、版权的数量，每一类最高

分值０．４；累加，封顶２分

发明专利比重（１）

按行业平均水平比较，给出分值：

达到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分值１；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分值０．５；

无发明专利，分值０

应用情况（０．５）
专利应用到企业产品中，分值０．５；

否则，分值０

知识产权能力（０．５）

具有专利数据库、专利导航，分值

０．５；

否则，分值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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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评价指标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分规则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知识产权（１０）

获得知识产权的

主要方式（２）

国际专利（１）

知识产权管理质

量（３）

按企业知识产权获得的主要方式，给

出分值：

自主创新后获得授权，分值２；

集成创新或引进消化后创新获得授

权，分值１．５；

购买所有权或使用许可、企业并购／

其他方式，分值１

企业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

利、商标、版权分别获得国外注册，最

高分值１．０；

没有注册，分值０

规范贯标（１）
完成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分值１；

否则，分值０

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１）

被评为国家、省、市知识产权优势示

范企业，分值１；

否则，分值０

专利奖（１）
获得国家或省专利奖，分值１；

否则，分值０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质量品牌（５）

品牌（２）

信用（２）

卓越绩效（０．５）

政府质量奖（０．５）

自有品牌（１）

有全国性自主品牌，分值１；

有地方性自主品牌，分值０．３；

没有，分值０

国外品牌（１）
企业品牌在国外有注册，分值１；

没有，分值０

信用等级评价（１） 有信用等级评价，分值１；没有，分值０

信用企业名单（１）

企业被纳入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名单，分值１；

否则，分值０

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分值０．５；

否则，分值０

企业获得国家、或省、市质量奖，分值

０．５；未获得，分值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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