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航空行业 航空装备科研及生产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英文 
Aviation industry－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for aviation equipment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Requirements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AS 9100D/EN 9100:2016 

英文名称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for Aviation, 

Space, and Defense Organizations 

中文名称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航空、航天和国防组织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国家认监委关于下达 2017 年

第三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定

计划项目的通知（国认科

〔2017〕109号） 

计划编号 2017RB093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17年 09月---2018年 12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与标准部、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质量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质量适航安全部、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质量科技部、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中国航空综

合技术研究所、中国航空质量管理协会、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上海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西航 

1.7 起草组成

员 

汪邦军、李伟、徐建强、谭甄、王巧云、耿金凤、黄志勇、宋志红、关宏英、邹勇、

石二奎、刘敏、王猛、郝建春、于爽、付磊、赵赟 

1.8 标准体系表

内编号 
 

1.9 调整情况 

 

 

 

 

 

http://www.cnca.gov.cn/bsdt/ywzl/bzhgl/rzrkhybzgl/xwdt/201407/W020140731363725970731.pdf
http://www.cnca.gov.cn/bsdt/ywzl/bzhgl/rzrkhybzgl/xwdt/201407/W020140731363725970731.pdf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本项目研究的目的在于，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广泛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升级活动等的重

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新时期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对企业质量管理的功能与作用，

在总结以往开展 GJB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AS 91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航

工业质量管理体系达标评价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发航空行业生产和服务提供

组织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目的范围、体系要素、行业特色要求等的研究，分

析国际航空航天质量组织（IAQG）的 9100 系列标准、武器装备新版 GJB 9001C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CCAR-21-R2《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

合格审定规定》等国际、国内先进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和适航规章的要求，统一我

国航空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为企业建立运行中国特色航空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机构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提供标准依据，促进并推动航空企业坚守

安全底线、拉升质量高线，实现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逐步引导企业向专业化、

品牌化和高端化层面跃升。本项目研究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

标国际，填补国内认证空白，建立中国特色的航空行业质量体系认证标准；（2）

结合实际，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满足军民用航空装备快速发展质量管理需求；（3）

持续提升，追求卓越质量绩效，打造中国航空行业技术和质量管理的升级版。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本项目相关的国内外标准主要包括：GB/T 19001-2016、HB 9100A、AS 

9100D/EN9100:2016、GJB 9001C等，本标准与上述标准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GB/T 19001-2016 规定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主要用于组织实施质量体系建

设和第三方机构对组织实施质量认证的依据。本标准采用 A+B 模式，其中 A 部分

等同采用 GB/T 19001-2016的要求，B部分为航空行业特殊要求。 

HB 9100A-2011 在 AS 9100D/EN9100:2008 基础上制定，在技术上与 SAE AS 

9100C等同，标准旨在供组织用于设计、开发和/或生产航空、航天和国防产品，

以及提供交付后的支持，包括为他们自己的产品提供维护、备件与材料。HB 9100A

不用于认证目的，但可以为拟获取认证的组织的相关活动提供参考。此外，现行

有效的 HB 9100A 标准的 A 部分为 ISO 9001：2008 的内容，急需依据 GB/T 

19001-2016、AS 9100D/EN9100:2016等标准修订。 

AS 9100D/EN9100:2016 是认证标准。该标准是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协会（SAE）



 

  

标准，也采用“A+B”模式，其中 A 部分包含了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B 部分规定了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附加要求、定义和注解。该标准规定的要求

是对顾客和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补充（而非替代）。由于 IAQG 不是标准化组织，

我国航空工业集团是国际航空航天质量组织（IAQG）成员，等同采用 IAQG的标准

草案（IAQS）制定 HB 9100且不用于认证目的，可以为 IAQG所接受。但是，如果

直接等同 AS 9100 标准，在国家层面制定认证标准，存在知识产权风险。本项目

将充分吸纳、覆盖 AS 9100D/EN9100:2016的 B部分的技术内容和相关要求的基础

上，融合我国航空工业的特殊要求，形成本标准的 B部分。 

GJB 9001C，也采用“A+B”模式，其中 A 部分包含了 ISO 9001:2015 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B部分规定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特殊要求。GJB 9001C 适用于承担承

担军队专用装备及配套产品论证、研制、生产、试验、维修和服务任务的组织，

提供其他军用产品和服务的组织可参照使用。新版 GJB 9001C 标准凝炼核、航天、

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各行业的共性有效做法，保持标准对各行业的适用性。

本标准的 B部分将充分吸纳、覆盖 GJB 9001C的 B部分相关要求。  

总之，GB/T 19001主要用于质量体系建立和运行，以提供质量信任，适用于

任何行业和组织；AS 9100D/EN9100:2016和 GJB 9001C主要增加了航空航天和国

防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特殊要求，用于认证的目的。其中，AS 9100D/EN9100:2016

的国防特色要求，不满足我国军工科研生产需要，GJB 9001C 虽然吸纳了部分 AS 

9100标准的航空行业特殊要求，但未覆盖民用航空的特殊要求。因此，迫切需要

通过本项目研究，建立覆盖国际航空质量体系要求、我国军工质量体系要求、民

用航空适航要求的航空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明确、细化、传递航空武器

装备、民用航空器、航空发动机等装备及其配套产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在最

大范围内统一我国航空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为企业建立、运行航空特色质量

管理体系，以及相关认证机构开展质量体系认证审核提供标准依据。 



 

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标准的主要架构由起草组成员单位共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由中国航空发动

机 研究院负责编写；参与编制单位参与标准中行业特色内容的讨论和修改。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负责标准在航空行业征求意见及汇总。 

3.2 起草阶段 

（1）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开展标准的前期预研和调研工作，完成

项目建议书。 

（2） 2018年 1月——2016年 3月，起草组召开会议，正式启动了《航空行业 

航空装备科研及生产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标准的编制工作。会议明确了标准编

制的基本思路和计划进度安排，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任务分工。 

（3） 2018年 4月——2016年 6月，起草组完成资料收集和分析研究工作，项

目组分别召开多次讨论会议，邀请了国内标准化领域权威专家与会指导，反复讨论

并确立了标准的基本技术内容，形成标准草案。 

（4） 2018年 7月——2016年 8月，编制组召开了内部讨论会，对标准草案稿

逐条进行了梳理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阶

段 

 

3.4 标准审定阶

段 

     



  

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保留了 GB/T 19001-2016的全部要求。 

本标准补充增加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第 1章规定本标准适用于航空行业军、民用航空产品科研及生产组织，进一步明确标准的适用

范围； 

——在第 3章规定了装备特殊要求和民用航空产品特殊要求的术语和定义； 

——在第 4章规定了承担航空装备任务组织的相关方、成文信息的具体内容； 

——在第 7章增设“质量信息”条款；并对“资源”、“意识”、“成文信息”进行了细化补充。 

——在第 8 章对航空产品过程控制要求进行了细化补充。增设“运行风险管理”、“技术状态管理”、

“产品安全”、“假冒件预防”、“新产品试制”、“设计和开发的试验控制”“关键过程”等独立条款，并对

运行各条款提出了细化要求； 

——在第 10章对军用产品提出“双五归零”适用性要求； 

——增设了 1个资料性附录：相关国家军用标准（附录 C）。 

 

 

 

 

 

 

 

 

 

 

 

 

 

 



  

5  验证情况（适用于方法类标准） 

5.1 验证单位情

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

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6.3 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1] 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2] GJB 9001C-2017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3] HB 9100-2012 航空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4] IAQG 91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航空、航天和国防组织的要求 

联系人 汪邦军 联系电话  010-56680689 电子邮箱 cqcwbj69@sina.com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注 2：3.4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和第 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 2018年 10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