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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总则

为指导组织员工遵循科学的活动程序，运用质量管理理论和统计方法，有效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特制定本文件。

质量管理小组是组织的各岗位员工自主参与质量改进和创新的有效形式。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是

提高员工素质、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质量、降低消耗、改善环境、提升组织绩效的有效途径。

0.2 基本原则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全员参与

组织内的全体员工自愿加入、积极参与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小组成员在活动过程中，应密切配合，

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b）持续改进

为提升组织管理水平，提高员工素质，质量管理小组应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质量改进和创新活动。

c）遵循 PDCA 循环

为持续、有效地开展活动并实现目标，质量管理小组活动遵循策划（Plan，P）、实施（Do，D）、检

査 （Check，C）、处置（Act，A）程序（简称 PDCA 循环），开展质量改进和创新活动。

d）基于客观事实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过程应基于数据、信息等客观事实进行调查、分析、评价与决策。

e）应用统计方法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中应采用适宜、正确的统计方法，对收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分析、验证，

并作出结论。

基本原则在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中的体现如图 0.1 所示。

成果推广应用

图 0.1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基本原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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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实施和评价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程序要求及评价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光电产业各类组织员工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及对活动过程和成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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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量管理小组 quality control circle

由生产、服务及管理等工作岗位的员工自愿结合，围绕组织的经营战略、方针目标和现场存在的问

题，以改进质量、降低消耗、改善环境、提高人的素质和经济效益为目的，运用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开

展活动的团队。

注：质量管理小组亦称 QC小组。

QC小组开展活动初，应在本组织主管部门注册登记，登记内容应包括时间、编号、课题类型和名

称、团队组成等信息，并根据课题类型，制定各阶段的活动计划和目标，并经组织主管部门确认。

3.2

活动程序 activity procedures

遵循PDCA循环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步骤。

3.3

问题解决型课题 problem-solving project

小组针对潜在的或已经发生的不合格、不满意的生产、服务或管理现场存在的问题进行质量改进所

选择的活动课题。

3.4

创新型课题 innovativ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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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针对现有的技术、工艺、装备、技能和方法等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运用新的思维、创新的方法，

研制新产品、新服务、新工具、新方法所选择的活动课题。

4 活动程序要求

4.1 问题解决型课题

4.1.1 总则

问题解决型课题根据目标来源不同分为自定目标课题和指令性目标课题。自定目标课题和指令性目

标课题在活动程序上有差异，如图 1 所示。

图 1 问题解决型课题活动程序图

4.1.2 选择课题

4.1.2.1 课题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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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型课题”应是光电产业关注的问题，是组织需解决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小组应结

合实际，选择适宜的课题。课题来源一般有:

a）指令性课题；

b）指导性课题；

c）自选性课题。小组自选课题时，可考虑以下方面：

——落实组织方针、目标的关键点；

——在质量、效率、成本、安全、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内、外部顾客及相关方的意见和期望。

4.1.2.2 选题要求

小组选题要求包括：

a）小组能力范围内，课题宜小不宜大；

b）课题名称直接，并应表达课题的特性值；

c）选题理由明确、用数据说明。

4.1.3 现状调查

为了解问题的现状和严重程度，小组应进行现状调查：

a) 收集有关数据和信息，数据和信息应具有客观性、全面性、时效性和可比性；

b）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层整理和分析；

c）通过分析数据，明确现状，找出症结，为目标设定和原因分析提供依据，确定改进方向和程度。

注：这是自定目标课题的第二步（参见图 1），指令性目标课题没有此步骤。

4.1.4 设定目标

4.1.4.1 目标来源

根据所选课题，小组应设定活动目标，以明确课题改进的程度，并为效果检查提供依据。课题目标

来源：

a）自定目标。由小组成员共同制定的课题目标；

b）指令性目标。上级下达给小组的课题目标，或小组直接选择上级考核指标、内外部顾客要求等

作为课题目标。

4.1.4.2 目标设定依据

小组自定目标的设定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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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级下达的考核指标或要求；

b）内外部顾客要求；

c）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

d）组织曾经达到的最好水平；

e）针对症结，预计其解决程度，测算课题将达到的水平。

4.1.4.3 目标设定要求

目标设定应与小组活动课题相一致，并满足如下要求:

a）目标数量不宜多，最多不超 2 个；

b）目标可测量、可检査；

c）目标具有挑战性。

注：此为自定目标课题的第三步，是指令性目标课题的第二步。

4.1.5 目标可行性论证

指令性目标课题应在设定目标后进行目标可行性论证，目标可行性论证可考虑：

a）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

b）组织曾经达到的最好水平；

c）基于现状，找出症结，论证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以确保课题目标实现。

注：此为指令性目标课题的第三步（参见图 1），自定目标课题没有此步骤。

4.1.6 原因分析

原因分析应符合以下要求：

a）针对问题或症结进行原因分析；

b）因果关系清晰，逻辑关系紧密；

c）可从人、机、料、法、环、测等方面考虑，以充分展示产生问题的原因，避免遗漏；

d）将每一条原因逐层分析到末端，以便直接采取对策；

e）正确应用适宜的统计方法。

4.1.7 确定主要原因

小组应针对末端原因，依据数据和事实，客观地确定主要原因：

a）收集所有的末端原因，识别并排除小组能力范围以外的原因；

b）对每个末端原因进行逐条确认，必要时可制定要因确认计划；

c）依据末端原因对问题或症结的影响程度判断是否为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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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判定方式为现场测量、试验和调査分析。

4.1.8 制定对策

小组制定对策应：

a）针对主要原因逐条制定对策；

b）必要时，针对主要原因提出多种对策，并用客观的方法进行对策的评价和选择；

c）按 5W1H 要求制定对策表，对策明确，对策目标可测量、可检査，措施具体。

注：5W1H 即 What（对策）、Why（目标）、Who（负责人）、Where（地点）、When（时间）、How（措施）。

4.1.9 对策实施

小组实施对策应：

a）按照对策表逐条实施对策，并与对策目标进行比较，确认对策效果；

b）当未达到对策目标时，应修正、调整措施并实施；

c）必要时，验证对策实施结果在光电产业的安全、质量、管理、成本、环保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4.1.10 效果检查

所有对策实施完成后，应进行效果检査：

a）检査小组设定的课题目标是否完成；

b）与对策实施前的现状对比，判断改善程度；

c）必要时，确认小组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对光电产业的资源、能耗、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

的影响及程度。

4.1.11 制定巩固措施

小组制定巩固措施应：

a）将对策表中通过实施证明有效的措施，纳入相关标准或管理制度，如工艺标准、作业规范、设

备及人员管理制度等；

b）必要时，跟踪巩固措施实施后的效果。

4.1.12 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小组应对活动全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整理成成果报告，并提出今后打算，包括：

a）针对专业技术、管理方法和小组成员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

b）提出下一次活动课题。

4.2 创新型课题

4.2.1 总则



T/SOECC XXX—202X

6

创新型课题按照图 2 所示的程序开展活动。

图 2 创新型课题活动程序图

4.2.2 选择课题

4.2.2.1 课题来源

小组针对现有的技术、工艺、装备、技能和方法等不能满足内外部顾客及相关方的需求，运用新思

维，新方法，并在国内外光电产业或组织内具有创新涵义而选择的活动课题。

4.2.2.2 选题要求

小组选题应满足以下要求：

a）针对需求，通过广泛借鉴，启发小组创新的灵感、思路、方法等，研制新的产品、服务、方法、

软件、工具及设备等；

b）课题名称应直接描述课题对象；

c）必要时，论证课题的可行性。

4.2.3 目标设定及目标可行性论证

4.2.3.1 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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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与课题需求保持一致；

b）目标可测量、可检査；

c）目标设定不宜多，最多不超 2 个。

4.2.3.2 目标可行性论证

小组应对设定的课题目标，进行可行性论证：

a）依据借鉴的相关数据进行论证；

b）依据事实和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与判断。

4.2.4 提出方案并确定最佳方案

4.2.4.1 提出方案

小组针对课题目标，提出方案应：

a）提出可能达到课题目标的各种方案，并对所有的方案进行整理；

b）方案应包括总体方案与分级方案，总体方案应具有创新性和相对独立性；分级方案应具有可比

性，以供比较和选择；

c）方案分解应逐层展开到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

4.2.4.2 确定最佳方案

小组应基于现场测量、试验和调查分析的事实和数据，对所有整理后的每个方案进行逐一评价和选

择，确定最佳方案。

4.2.5 制定对策

制定对策应：

a）按 5W1H 要求制定对策表，对策即可实施的具体方案，目标可测量、可检査，措施可实施；

b）将方案分解中选定的可实施的具体方案，逐项纳入对策表。

4.2.6 对策实施

实施对策应：

a）按照制定的对策表逐条实施；

b）每条对策实施后，应确认相应目标的完成情况，未达到目标时，应修正、调整措施并实施；

c）必要时，验证对策实施结果在光电产业的安全、质量、管理、成本、环保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4.2.7 效果检查

对策实施完成后，应进行效果检查：

a）检査课题目标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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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必要时，确认小组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和对光电产业的资源、能耗、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

的影响及程度。

4.2.8 标准化

应对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价值进行评价，并处置：

a）对有推广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进行标准化，形成相应的技术标准（设计图纸、工艺文件、作业

指导书）或管理制度；

b）对专项或一次性的创新成果，将创新过程相关资料整理存档。

4.2.9 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小组应对活动全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整理成成果报告，并提出计划，包括：

a）从创新角度对在专业技术、管理方法和小组成员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小组活

动的创新特色与不足；

b）提出下一次活动课题。

5 活动评审

5.1 目的

为更好地调动小组成员积极性，提高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水平，应对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按照 PDCA

循环，对活动过程的完整性、真实性、创新性，工具方法运用的正确性及活动结果的有效性进行客观、

公正、全面的评价。

5.2 组织形式和方法

小组活动取得成果并完成成果报告 3 个月内，应向组织的主管部门申报评审。组织的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评审组对申报小组进行评审。评审包括现场评审和成果评审。

5.2.1 现场评审

现场评审是评审组到小组活动现场，通过查看记录、听取介绍、现场验证、交流提问等方式，评审

活动相关的过程、成果。QC 小组活动现场评审项目、方法、内容及分值见表 1。

5.2.2 成果评审

成果评审是评审组对成果报告和活动小组的现场成果发表，通过查看、提问、答辩等方式评审活动

相关的过程、成果。问题解决型课题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审项目、方法、内容及分值见表 2；创新型课

题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审项目、方法、内容及分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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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QC 小组活动现场评审项目、方法、内容及分值

课题类型 课题名称

活动时间 注册登记号

序

号

评审

项目

评审

方法
评审内容

总

分

单项最

高分值
a

得分
b

1

质量管

理小组

的组织

查看

记录

(1) 小组和课题进行注册登记；

12

3

(2) 小组活动时，小组成员的出勤、各步骤活动分工及参与情况； 3

(3) 小组活动计划及完成情况。 6

2

活动情

况与活

动记录

听取介

绍査看

记录现

场验证

(1) 活动过程按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程序开展；

20

6

(2) 制定各阶段详细计划，并按时完成 7

(3) 活动记录(包括各项原始数据、统计方法等)有效实施，并真

实、保存完整；
7

3

活动有

效性与

真实性

现场验

证和査

看记录

(1) 小组课题对技术、管理、服务的改进点有改善；

33

8

(2) 各项改进在专业方面科学有效； 5

(3) 取得的经济效益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 7

(4) 社会效益得到验证和相关部门的认可； 5

(5) 统计方法运用适宜、正确。 8

4

成果的

维持与

巩固

查看记

录和现

场验证

(1) 小组活动课题目标达成，有验证记录；

23

5

(2) 改进的有效措施或创新成果已纳入有关标准或制度； 5

(3) 现场已按新标准或制度执行；并把成果巩固在较好水平； 6

(4) 活动成果应用于生产和服务实践，并有推广和借鉴。 7

5

质量管

理小组

教育

提问或

考试

(1) 小组成员掌握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程序；

12

3

(2) 小组成员对方法的掌握程度和水平得到提升； 3

(3) 通过活动，小组成员的专业技术、管理方法和综合素质得到

提升。
6

总体评价：

活动总得分

评审员： 评审时间：

a 单项评分按照：满足要求，单项最高分值的 80%~100%；基本满足：60%~80%；不满足 0~60%。

b 每个分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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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问题解决型课题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审项目、方法、内容及分值

课题名称 活动时间

序

号

评审

项目
评审内容 总分

单项最

高分值
a

得分
b

1 选题

（1）课题与组织的方针、目标紧密结合，或是小组现场急需解决的问题，选题

适宜；

28

5

（2）选题理由明确、数据分析详实。 5

（3）现状调查的数据和信息客观、全面，具有时效性性和可比性； 5

（4）对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分类和分层分析准确，明确症结； 5

（5）现状调査为设定目标和原因分析提供依据（自定目标课题）；

目标可行性论证为原因分析提供依据（指令性目标课题）；
4

（6）目标明确，且可测量、可检查。 4

2
原因

分析

（1）针对问题或症结分析原因，逻辑关系清晰、紧密；

20

5

（2）每一条原因已逐层分析到末端，能直接釆取对策； 5

（3）依据客观数据对每个末端原因逐条确认，以末端原因对问题或症结的影响

程度判断主要原因；
5

（4）事实和数据来源于现场测量、试验和调查分析。 5

3

对策

与实

施

（1）针对主要原因逐条制定对策；从有效性、可实施性、经济性、可靠性、时

间性等方面评价对策，多对策选择时，有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策目标可测量；

22

5

（2）对策表按 5W1H 要求制定； 6

（3）按照对策表逐条实施，并与对策目标进行比较，确认对策效果； 6

（4）未达到对策目标时，有修正、调整措施并实施。 5

4

效果

检查

与巩

固

（1）小组设定的课题目标已完成；

20

5

（2）确认小组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实事求是； 5

（3）评价小组活动成果在资源、节能、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正面或负

面的影响；
5

（4）实施的有效措施已标准化或纳入管理制度并正确执行； 5

5
成果

报告

（1）成果报告真实，有逻辑性；
5

3

（2）成果报告通俗易懂，以图表、数据为主。 2

6 特点

（1）小组课题体现“小、实、活、新”特色，即选题小、活动实、形式灵活，

方式新颖； 5
2

（2）统计方法运用适宜、正确。 3

总体评价：

活动总得分

评审员： 评审时间：

a 单项评分按照：满足要求，单项最高分值的 80%~100%；基本满足：60%~80%；不满足 0~60%。

b 每个分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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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创新型课题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审项目、方法、内容及分值

课题名称 活动时间

序

号

评审

项目
评审内容 总分

单项最

高分值
a

得分
b

1 选题
（1）课题来自于内外部顾客及相关方的需求；

10
4

（2）小组充分发挥创新的灵感、思路和方法，借鉴广泛。 6

2

设定目

标及可

行性论

证

（1）目标明确，与需求一致，且可测量、可检查；

15

5

（2）依据借鉴的数据论证目标可行性； 5

（3）目标可行性论证为提出方案提供依据。 5

3

提出方

案并确

定最佳

方案

（1）总体方案具有创新性和相对独立性，分级方案具有可比性；

20

5

（2）方案分解已逐层展开到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 5

（3）用事实和数据对各方案逐一评价和选择； 5

（4）事实和数据来源于现场测量、试验和调查分析。 5

4

对策

与

实施

（1）方案分解中选定可实施的具体方案，从有效性、可实施性、经济性、

可靠性、时间性等方面评价对策，多对策选择时，有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

策目标可测量；
20

5

（2）对策表按 5W1H 要求制定； 5

（3）按照对策表逐条实施，并与对策目标进行比较，确认对策效果； 5

（4）未达到对策目标时，有修正、调整措施并实施。 5

5

效果检

查与巩

固

（1）课题目标已完成；

20

5

（2）确认小组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事求是； 4

（3）评价小组活动成果在资源、节能、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正面

或负面的影响；
4

（4）有推广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已标准化或制度化；对专项或一次性的创

新成果，已将创新过程相关资料整理存档；
4

（5）小组成员的专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方法和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并

提出下一步打算。
3

6
成果

报告

（1）成果报告真实，有逻辑性；
5

3

（2）成果报告通俗易懂，以图表、数据为主。 2

7 特点

（1）课题活动充分体现小组成员的创造性；

10

4

（2）创新成果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3

（3）统计方法运用适宜、正确。 3

总体评价：

活动总得分

评审员： 评审时间：

a 单项评分按照：满足要求，单项最高分值的 80%~100%；基本满足：60%~80%；不满足 0~60%。

b 每个分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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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评审组织

5.3.1 内部评审

内部组织的评审应进行现场评审和成果评审，评审组应包含光电专业技术人员、质量工程师和熟悉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专家人员组成，且不少于 3 人。不应有参评课题小组成员。评审课题经济效益时，

评审组成员中应有财务及相关人员参与。必要时，邀请外部专家参与评审。

内部的评审结果应综合现场评审和成果评审的结果，其中现场评审应占 50%~60%权重。

5.3.2 外部评审

外部组织的评审应至少进行成果评审，评审组应由主办方负责组建，评审组成员应是熟悉光电产业、

掌握质量管理理论、具备评价小组成果能力且从事质量相关管理领域 5 年以上的专家，不少于 3 人。

若外部的评审只进行成果评审，则评审结果由成果评审的最终得分决定，若进行现场评审和成果评

审，评审结果应综合现场评审和成果评审的结果，二者权重各为 50%；

注 1：在评选国家级优秀 QC 小组活动的成果评审时，评审组成员须具备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注册中级诊断师以

上资格。

注 2：若小组活动的成果在节能、环境、安全等方面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则取消评价现场评审和成果评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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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常用统计方法汇总表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常用统计方法汇总见表A.1。

表 A.1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常用统计方法汇总见表

序号 活动程序

分

层

法

调

査

表

排

列

图

头

脑

风

暴

法

亲

和

图

因

果

图

树

图

关

联

图

水

平

对

比

法

流

程

图

PDPC

法

简

易

图

表

直

方

图

散

布

图

控

制

图

优

选

法

正

交

试

验

设

计

法

矩

阵

图

箭

条

图

1 选择课题 ● ● ● ◯ ◯ ◯ ◯ ● ◯ ◯ ◯

2
现状调査

（自定目标课题）
● ● ● ◯ ◯ ● ◯ ◯ ◯

3 设定目标 ◯ ● ●

4
目标可行性论证

（指令性目标课题）
● ● ● ◯ ◯ ● ◯ ◯ ◯

5 原因分析 ◯ ● ● ●

6 确定主要原因 ◯ ● ◯ ● ●

7 制定对策
◯ ◯ ◯ ◯ ◯ ◯ ◯ ◯ ◯ ◯ ◯ ◯

8 对策实施

9 效果检査 ● ◯ ● ◯ ● ◯ ◯

10 制定巩固措施 ◯ ◯ ● ◯

11 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 ◯ ◯ ●

注 1：● 表示经常用，◯表示可用。

注 2：简易图表包括:折线图、柱状图、饼分图、甘特图、雷达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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