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经济下的质量与质量影响力” 

——记第 18届中国国际工博会质量创新论坛 

暨第十一届上海国际质量研讨会 

记者 蔚  子 
 

由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组委会主办，上海市质量协会承办的第 18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质量创新论坛暨第十一届上海国际质量研讨会，于 11月 3日在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互联网经济下的质量与质量影响力”。 

本届会议得到国家质检总局，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家质检总局质量司副司长王赟

松、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徐子瑛、上海市质量技监局副局长沈伟民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德国质量协会会长乌多•汉森等来自德国、加拿大、瑞典、美国等质量组织的领导和专

家，国务院参事张纲等国务院权威部门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等，与近 300 名代

表展开了演讲、交流、对话。上海市质量协会会长唐晓芬主持会议。 

 

互联网经济催生新一代质量管理 

本届会议召开之际，也正值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 4.0 等新科技浪潮席

卷而来，每个行业正在被重新定义，质量如何创新，以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扩大影响力，

成为题中之义。会议聚焦互联网经济下的重大变革，共商质量大计，共论质量未来，带来了

质量的新思维、新成果、新方法。 

德国质量协会会长乌多•汉森： 

德国质量协会会长乌多•汉森认为，数字革命是人类面临的最剧烈、最大的变革，改变

着人类的工作、生活，它带来的“高度动态的环境”，预示着质量管理也要“以变应变”。“原

地不动、动得太慢，都会置自己于风险。” 

在题为“先进企业的新质量”的演讲中，他强调了德国质量协会正在强烈关注着敏捷管

理，并已发出“敏捷质量管理宣言”，其中包含对应着 ISO9001 七大原则的“以变应变”。 

他指出，敏捷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管理的，不是等级森严的，很多跨界团队在这种

组织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任务。而且团队与团队互联互通，他们的高效沟通带来的快速反

应，对组织的高质量运营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德国，具有“敏捷质量管理”七大原则

特征的兼备灵活性、速度、创造性的组织越来越多。 

在演讲中，乌多•汉森阐述了敏捷质量管理的七大原则，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在业

务活动中增强活力与敏捷度，包括借助社交媒体利用消费者反馈的信息改进服务，如何在组

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让员工发挥自主作用等，并介绍了在敏捷企业中广泛采

用的质量保证，以及数字化与网络组织的未来，质量的未来。 



国际质科院副院长拉尔斯• 索尔奎斯特： 

国际质科院副院长拉尔斯•索尔奎斯特博士以“下一代的质量管理”为题进行演讲，他

从日本质量崛起引发美国管理变革，一直讲到如今中国质量急起直追，如华为公司在与爱立

信等老牌公司的竞争中胜出，凭借的主要是不断演进、以变应变的“质量”。他认为，质量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拉尔斯•索尔奎斯特博士强调，在互联网经济下，企业要可持续发展，最重要是营造一

个“第一次就做对”的、没有失败的高质量的运营环境，这就是数字化趋势下要追求的质量

管理新境界。 

拉尔斯•索尔奎斯特博士认为，数字化环境让顾客拥有了更多发言权和影响力，质量就

变得更为重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会传播得更快、更广，甚至是世界范围的，付出的代价，

也就会更加高昂，手机、汽车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怎么来应对数字时代下的这种更快、更复

杂的全球化质量竞争？他推出“下一代的质量管理”理念，包括六个方面：一是牢固的、有

能力的、全面的质量专业发展；二是质量、创新和持续改进的领导力；三是所有权和经济长

期可持续性的责任；四是良好雇佣关系的建立；五是更加聚焦于顾客和为顾客创造更高的价

值；六是更加聚焦于完整价值链早期阶段的质量。 

 

质量创新助力“中国制造 2025” 

本届会议召开之际，正处于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关键一年。当前我国已经稳居世

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处于以人、机器和资源间智能互联为特征，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

式和产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中。如何立足制造强国战略目标，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

革孕育时机，实施以“质量为先”的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成为

会议的重要话题。 

国务院参事张纲： 

在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张纲以“中国制造的质量创新”为题，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现状，

提出了质量创新的四个方面。 

张纲表示，中国制造不论是制造业的产量，还是制造业的进出口量，以及制造业的就业

人数都领跑全球，但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他认为，“大而不强”的关键原因之一是质量

问题。因此，要大力推进质量创新助力“中国制造 2025”，使质量成为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

关键驱动力之一。 

他提出，采用质量维度的产业结构分析法，将制造业分为质量主导型产业、质量弹性适

中产业、价格主导型产业三类， 通过加大质量投入，包括装备水平、技术进步、管理能力、

人员素质、文化建设等，提高产业质量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将目前低端产品占大头的

塔形产业结构，优化为高、中、低菱形分布的产业结构。 

他还提出，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通过“互联网+质量”，包括



“基于全产业链的质量共建”，“基于全价值链的质量共建”，“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共建”

等，推动质量技术、管理、服务的整体升级。 

此外，他还从国家质量基础（NQI）建设创新、质量制度创新方面，提出了他的看法。

包括：将由政府主导的单一标准供给体系，变革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多元标准供给体系，

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创建标准融资增信制度等。 

中国商飞 C919 型号总质量师徐建强： 

质量创新助力中国制造，还体现在中国的大飞机上。论坛上，中国商飞适航安全质量部

副部长、C919 型号总质量师徐建强，作了题为“系统设计与验证，确保 C919 大型客机的质

量安全”的演讲。 

大飞机约 400 万个零部件，中国商飞联合国内 22 个省市的 200 多家企业、36 所高校，

以及 16 家国际供应商，并成立 16 家合资企业，采用国际上最新的 ARPCE51 适航标准进行设

计和验证，实施七个计划、八个过程，管理世界各地几万人的设计团队，捕获和识别 7 万 8

千多项需求，一项项进行分析、分解、确认，包括分析认证、实物认证、飞行验证，其设计

规范、工艺规范覆盖设计及制造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整个型号的产品质量在内都有双 V（V1，

确定对需求的识别是正确的，即“做正确的事”；V2，评估是否满足了需求，即“把事情做

对”）验证过程……C919 于 2008 年起研制，2015 年 11 月 2 日总装下线，如今首飞在即。 

一场演讲，让听众了解，大飞机采用的是基于互联网的质量管理，是真正运用互联网进

行系统集成设计和制造的。中国商飞的实践，是中国制造升级的象征，也是中国质量创新的

最新成果。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公司总设计师张明海： 

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振华重工提出了他们的“4.0 战略”：从卖产品转向卖

技术（精品）；从卖设备转向卖系统；从卖硬件转向卖软件（服务）。“无人码头”是振华重

工转型的代表。论坛上，上海振华重工（集团）公司总设计师张明海介绍了互联网经济下的

“绿色、智能的全自动化码头”。 

所谓绿色，就是要求整个码头自动化装卸区域无内燃机驱动的，采用全电力驱动；所谓

智能，就是整个码头自动化装卸区域无人的，是全自动的，对系统总集成的要求非常高。码

头系统总涉及到很多接口，包括设备与工艺之间、设备和土机之间、分包商和集成商之间的

接口等。 

在如此庞大工程的执行过程中，如何实现成本、质量、进度的有效控制？张明海说，很

重要的是“不欠债离岸的质量管理模式”。而这项模式的基础，仍然是 ISO9000 质量管理体

系?当然，设计是龙头，全自动码头装卸系统布局非常重要，采用什么机械、走什么路线，

必须满足客户业务需求，而且性价比要好。在这方面，振华拥有设备制造商为基础的系统总

集成商的优势，包括 ECS 自动化码头的核心系统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自动导航运载车（AGV），

为洋山做的是全智能的绿色 AGV。 



 

大数据为质量管理提供新思维、新方法 

在互联网时代，道不变，方法要变。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为质量管理带来了一片新天

地。大数据带来的新思维就是，不必纠缠于去问“为什么”，海量数据自然会为我们呈现一

个“是什么”的结果。这就颠覆了传统的统计方法，不是随机样本，而是所有数据。质量管

理可以从海量数据呈现的结果去预防问题，而不是问题出现后去解决问题。大数据已经被誉

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IF）国内检查部门主任汤姆• 格瑞汉姆： 

大数据能预知结果，为预防问题提供了可以事先研发的解决方案。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IF）国内检查部门主任汤姆•格瑞汉姆演讲的“加拿大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就是一种

以结果为导向的预防性的管理体系，这也是未来食品安全管理的方向。 

汤姆•格瑞汉姆在演讲中指出，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大数据分析技术、高科技检验技术等，

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质量的一致性，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这样，政府只要对这个

结果进行衡量，行业只要达到政府要求的结果就可以。同时，他十分强调基于风险控制的

HACCP 的重要性，认为这个质量体系为结果导向的食品安全管理打下了基础。他强调：“遵

循这个质量体系是全球之责”。 

他说，要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条件，采用数字服务策略，建立透明的、全覆盖的预防性的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他介绍了目前加拿大食品安全局利用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推出了以

HACCP 为核心的改进型食品检验模式(iAIM)等。 

在演讲中，他从 CIF 的愿景和使命说起，介绍了 CIF 目前的管理现状，包括?局管理的

七大领域。目前，乳制品和鸡蛋，新鲜和加工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各种肉类如牛肉、猪肉、

家禽和鱼等 20%的食品，已经实施了注册制管理，其中肉类和家禽则强制实施 HAPPC。 

最后他表示，大数据技术等高科技带来的便利，使 CIF 信心倍增，设定了未来目标，要

将目前 20%注册制管理的食品，逐步上升到 100%的全覆盖，建成一个预防性的、全透明的、

统一的监管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兴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兴洲以“互联网零售的快速发展与商品质量监管”为题，

在会上做了演讲。她说，网络零售监管是世界性难题，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网络交易市场，

我们有责任构建系统性的质量监管体系。 

她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网络交易是流通和交换领域的重要模式创新，是具有革命性

意义创新，带来了商品交易和服务领域的巨大变化，也出现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如质检总

局 2015 年监督抽查了 5 大类 11 种电子商务产品的质量，合格率仅为 71.3%。 

任兴洲认为，网络交易虽然存在监管难的挑战，但网络零售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留有“信

用足迹”，是可追溯、可评价的。因此，要运用大数据及智能管理技术，提升监管的效率和



能力，在体制机制、监管方式、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构建网络零售的质量

监管体系。 

她提出了完善网络零售准入和资质管理；完善网络零售政府质量监管机制；建立社会多

方参与的监督、评价网络；形成网络诚信交易的生态体系等建议。她强调，完善并创新监管

方式和手段，将目前主要以抽查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更为科学合理的、运用大数据及智能

管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 

上海开源大数据研究中心研究院院长陈刚： 

上海开源大数据研究中心研究院院长陈刚演讲的题目就是“大数据时代的质量管理”。

他指出：大数据带给人们一种数据驱动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可以落地的，正在为质

量管理带来美好的前景。 

在演讲中，他从大数据的内涵和外延谈起，说大数据用“原油”比喻最贴切，能生产出

一系列“产品”，具有一系列“功能”?将大数据原油变为“产品”，需要“设备”和“工艺”，

这就是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转化。 

他说，大数据去除了传统统计技术的弊端，并举了通用汽车（GM）在北美运用大数据技

术实施汽车召回，最后只召回了 4 辆就完成任务的例子。“这件事要解决，若用原来传统的

概率、逻辑、推理肯定做不出的，这是大数据技术对历史数据、原材料、语音数据的系统性

分析的结果”。 

 

弘扬以质量为底蕴“工匠精神” 

本届会议下午聚焦“中德质量发展论坛”。强化以质量为底蕴的职业教育，弘扬工匠精

神，成为热议的主题。德国质量协会会长乌多•汉森认为，提升劳动力素质，是中国升级人

口红利的主攻方向。国际质量科学院副院长拉尔斯•索尔奎斯特认为，不承担质量责任的员

工，将对企业产生不良影响，而基于培训与发展的良好雇佣关系，则可以创造价值。会上多

位嘉宾认为，互联网时代的质量职业教育与质量文化建设必不可少。 

德国大陆马牌轮胎（中国）有限公司孙怡： 

德国大陆马牌轮胎（中国）有限公司孙怡在论坛上演讲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及实践”。

其案例也证明，德国质量来自对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视，德国工匠精神与德国良好的职业教

育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若想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转化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

产率提高，提升劳动力素质是重要途径。 

上海大学教授李明： 

上海大学教授李明呼吁，未来制造中的“工匠”不可或缺，“新时代的工匠，应是有超

凡专业技能、且对质量有极限追求的人。”他建议，应以标准与规范为抓手，开展质量之道

的教育。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蒋家东：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蒋家东认为，互联网时代下强化质量管理，要基于

全球质量的风险治理观念，将质量要求传递到整个供应链，建设先进质量文化，加强质量知

识培训。 

中兴通讯股份公司管理体系总监师伟： 

中兴通讯股份公司管理体系总监师伟认为，互联网时代，质量的检查、检验已经不重要，

日本很多公司已经把质量部改成了流程部。比流程更重要的是组织绩效。中兴通讯的质量岗

位，是以公司绩效为核心做管理的标准化，重心是将文化、流程、测量三者落地。其中最重

要的是质量文化落地，让员工增强责任心、与公司的目标保持一致，确保岗位工作质量。 

 

大会带来四点启发与思考 

上海市质量协会会长唐晓芬在会议闭幕式上做总结，并提出了四点思考，供大家作进一

步探索。 

一是发展网络经济亟需质量新动力。 

网络经济的实质是生态、社会与经济共同可持续发展，是全面讲求质量的经济。网络经

济通过各种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联接产生的数据爆炸式增长，这些数据一旦被挖掘，

将产生可观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这将是不会枯竭的能源。未来企业将更好利用互联网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

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二是“互联网+”助力大质量建设。 

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互联网的未来，包括新兴的“物联网”，

为质量界展现了一个复杂局面。互联网+质量管理，发挥互联网聚集优化各类要素资源的优

势，促使生产者、消费者和相关方关系更加密切，最大程度地发挥质量管理的服务和导航功

能，更敏捷、更精准地为广大市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 

三是网络诚信建设提升质量影响力。 

互联网开辟了新的时空，线上线下融合互动，超越时空交易带来了经营的风险与管理的

难度。有效发挥质量影响力，必须树立诚信的底线思维，营造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网络环

境，创建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网络诚信治理平台。网络质量监管是世界性难题，

但我们有责任去共同创建系统性的质量监管体系。 

四是互联网时代更需要“工匠精神”。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呼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互联

网经济不是虚拟经济，互联网经济是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联合在一起，更要以人为本，更

需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将互联网和工匠精神融为一体，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本届会议上，“上海众德质量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周纪芗、沙嘉祥、虞立箴三

位老师荣获上海市质协“质量职业教育卓越贡献奖”。会议还表彰了一批 2016 年度上海市质



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优秀项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