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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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组织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要求和评价准则 

英文 Engineering survey and design industry organiz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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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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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认科函

〔2017〕109 号） 

计划编号 2017R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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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8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1.6 标准起草

单位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中设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指导单位：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华东

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第二

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勘察

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设计院、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广州

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北京海淀中京

工程设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中联西北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利时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1.7 起草团队 

张崇武、汤曙光、朱志铭、王春利、卢永昌、范喜哲、李森、唐建华、李建国、张

清宽、刘国新、田旭、申颖洁、孙静、朱军、张爱丽、卜一秋、林湧涛、刘莹、黄

海浪、陈稚青、李金明、刘占巧、游玉石、颉建新、王璇、黄志远、都浩、贾光军、

刘韶军、顾娟、夏群、李芳凝、蔡敏、徐红、周爱群、胡霞、张书宪、张伟波、郝

君、白玉艳、朱昱、张辛平、徐翔、王蘋、吴原骏、王朝凤、翟利华、邱峰、黄绮

华、朱文久、左占江、李朝霞、姚云辉、邓志隆、庞士伟、何海平、于鹏、付萌、

张立平、吴梅梅、阮洁、马启和、骆辉 

1.8 标准体系表

内编号 
 

1.9 调整情况 

根据《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标准编制导则》，标准名称由“工程勘察设

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要求与评价准则”调整为“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组织质

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要求和评价准则”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工程勘察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龙头与灵魂，是保障建设工程取得最佳经济、社会与

环境效益的重要过程，也是决定整个工程质量的关键环节。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水平

对建设工程最终的质量、安全、功能和效益有着全面和长远的影响，勘察设计质量是

关系社会大众的百年大计，也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设施联通”的灵魂。 

2017年 9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

提出：“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质量提升要“坚持以改革创

新为根本途径。推动技术创新、标准研制和产业化协调发展，用先进标准引领产品、

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为落实这一重大决策，充分发挥新时期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功

能与作用，在总结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企业以往传统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功经验基础上，

经过对 24家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升级版活动实践的总结，编制工

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标准，开展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分

级认证，成为时代的要求和认证认可事业发展的必然。 

通过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标准的建立和行业特色前提下分级

认证工作的展开，必将丰富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标准，有效促进并推动工程勘

察设计行业实现质量和效益提升，树立行业标杆典范，打造行业品牌，逐步引导获证

组织向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和高端化层面跃升，充分发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作为

技术手段在质量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全国现有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约 22000 余家，从业人员约 320 万人，专业技术人员

约占 50%，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涵盖航空航天、石油化工、

核电、煤炭、冶金、轻工、交通、建筑、市政等多个领域，勘察设计行业各企业的业

务规模以及管理成熟度差异很大，各行业领域发展也不均衡。开发具有行业特色的且

融入质量管理成熟度评估、卓越绩效、风险管理和行业良好管理实践等内容的分级标

准，通过推行分级认证，体现出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企业质量管理的差异性，为行业质

量管理改进和创新提供标杆和动力。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本标准采用 ISO 制定的管理体系标准框架，与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以及其他管理体

系标准协调一致，在 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基础上，增加行业特色

要求和分级评价要求。本标准借鉴并融入了 GB/T 19004《追求组织的持续成功质量管

理方法》、 GB/Z 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的先进思想和方法。 



 

 

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前言、引言、第 1~3章编写人：张崇武、汤曙光、周爱群 

第 4章编写人：张崇武、卢永昌、汤曙光 

第 5章编写人：张崇武、卢永昌、汤曙光、李建国、张清宽 

第 6章编写人：刘国新、田旭、黄海浪 

第 7章编写人：王春利、田旭、孙静、朱军、张爱丽、卜一秋、林湧涛、刘莹、陈稚青、

李金明、刘占巧、游玉石、张辛平 

第 8 章编写人：朱志铭、范喜哲、李森、唐建华、颉建新、王璇、黄志远、都浩、贾光

军、刘韶军、顾娟、夏群、李芳凝、蔡敏、徐红、周爱群、胡霞、张书宪、张伟波、郝

君、白玉艳、朱昱、徐翔、王蘋、吴原骏、王朝凤、翟利华、邱峰、黄绮华、朱文久、

左占江、李朝霞、姚云辉、邓志隆、庞士伟、何海平、于鹏、付萌、张立平、吴梅梅、

阮洁、马启和、骆辉 

第 9章编写人： 张崇武、汤曙光 

第 10章编写人：申颖洁、汤曙光、朱军 

第 11章编写人：张崇武、汤曙光、唐建华、田旭、孙静、王璇 

第 12章编写人：张崇武、汤曙光、唐建华、田旭、孙静、王璇 

3.2起草阶段 

在本标准正式立项前，2017 年 6 月~12 月，根据国家认监委开展的质量管理升级版试点

项目的要求，编制了 3本企业标准：《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工程勘察

设计行业质量管理分级认证标准》、《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与风险管理整合体系标

准》。 

2017年 12月 28日本标准立项。 

2018 年 1 月 8 日召开了标准启动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以及行业内的 38 家企业单位专

家参加了会议，分配了标准编制工作。 

2018年 1月~3月，对 3本企业标准进行了整合和补充，编制了《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组织

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要求和评价准则》试用版，作为分级认证试点的依据。 

2018年 7月，组织行业专家和试点单位代表对试用版标准进行研讨，提出 PDCAR评价模

型。 

2018年 9月，形成了征求意见 1稿。 

2018 年 10 月，再次组织行业专家和试点单位代表对试用版标准进行研讨，标准要求部

分按照 A+B模式进行修改。 

2018年 11月，形成了征求意见 2稿. 

3.3 征求意见阶

段 

2018年 4月至今，已有 18家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版试点单位采用《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组织

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要求和评价准则》试用版进行分级认证，边试用边提出修改意见，

2018 年 7 月和 9 月两次组织集中研讨，征求行业专家和试点单位的意见，2018 年 10 月

开始发征求意见函，广泛征求行业单位的意见。 

3.4 标准审定阶

段 
 

3.5 标准试点  



  

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结合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特点，引导组织在满足 GB/T19001标准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质量管理方法，通

过对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成熟度和质量绩效进行量化评价，实现分级认证，推动持续提升工程勘察设计质量。

本标准是作为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的依据。 

本标准考虑了如下方面： 

——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特点、行业惯例及法规性要求； 

——工程勘察设计产品和服务过程的控制要求；  

——自 ISO9001标准发布以来我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的良好实践； 

——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信息化、信息模型技术、项目管理、知识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应用需求； 

——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组织追求卓越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本标准由要求和评价准则组成，要求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质量绩效要求，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在引

用 GB/T 19001全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特色要求。 

质量绩效是在质量方面可测量的结果，包括产品和服务结果、顾客满意结果、资源结果、关键过程结

果和领导结果等。质量方面可测量的结果考虑了以下方面：策划的有效性；结果与资源的关系即效率；绩

效的当前水平；绩效改进的速度，显示趋势的数据；绩效改进的广度，展开的程度；与行业标杆、竞争对

手的对比绩效；组织各过程、部门的结果协调一致，支持组织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标准使用的评价模型是针对过程和结果制定量化指标和评价规则，对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和质量绩

效结果进行评价。 

量化指标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成熟度和质量绩效两个方面构成。量化指标充分考虑了关键过程要求和

关键绩效结果，客观、准确地反映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成熟度和质量绩效结果。量化指标体系由评价模块、

评价单元（策划 P—实施 D—检查 C—改进 A—结果 R）和评价内容三级指标组成。 

评价模块、评价单元和评价内容的分值根据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特点和重要程度进行赋分；分值设定包

括评价模块、评价单元和评价内容的设定分值、权重和评价得分，总分值为 1000分，其中质量绩效分值

宜在 300分及以上。 

评价方法采用直接定量评分方式，结合过程审核进行评价和评分。 

评价模块由主过程模块和子过程模块组成。按照 ISO 高阶架构的要求，将质量管理体系分为 7 个主

过程模块：组织环境、领导作用、策划、支持、运行、绩效评价及改进，其中支持和运行两个主过程模

块按照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特点，分为若干子过程模块。支持过程模块分为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运行

环境、信息化、信息模型技术与数字化、文件和档案管理、知识管理、财务管理 7 个子过程；运行过程

模块分为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等业务子过程。 

每个评价模块由策划 P、实施 D、检查 C、改进 A和结果 R 5个评价单元构成。根据 GB/T 19001标准

要求结合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优秀惯例和良好实践（如制度、流程、方法、行为规范、绩效结果），细化

为每个评价单元的评价内容 

分级规则包括级别设定、分级条件及分级评价方法，分级条件包括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和质量绩效结

果的阈值（达到某个级别的门槛值）和否决项。否决项考虑组织守法、信用、政府抽查和履行社会责任等

相关信息。分级结果分为 3 级：A级、AA级和 AAA级，AAA为最高级结果。 

本标准的章节组成： 

第 1章  范围 

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第 4章  组织环境 

第 5章  领导作用 

第 6章  策划 

第 7章  支持 

第 8章  运行 

第 9章  绩效评价 

第 10章 改进 

第 11章 质量绩效 

第 12章 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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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单位联系人） 
验证时间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唐建华 

2018年 4月至今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刘占巧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朱昱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田旭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稚青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清宽 

中国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蘋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庞士伟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吴梅梅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 王朝凤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翔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晟斌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司银云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夏群 

广州市设计院 李金明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李建国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翟利华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游玉石 

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 张立平 

5.2 验证过程 

各试点单位按照本标准要求，对各级管理者进行了培训，修改完善了企业的管理

体系文件；修改后的体系文件进行了半年左右时间的运行；按照分级标准要求培训了

内审员，按照本标准的要求进行了内部审核并关闭了发现的问题。 

北京中设认证机构依据本标准已对 18 家试点单位进行了审核，提出问题清单和

建议清单，并给出分级评价结论。 

5.3 验证数据分

析 

试点单位采取措施，对问题进行了纠正并采取纠正措施，大幅度提升了管理水平。 

通过 18家试点单位的审核，共提出 2000多条意见和 1700多条建议，意见均被整改，

建议采纳率超过 90%。其中获得 3A评价结论的 17家，获得 2A评价结论的 1家。 



 

 

5.4 验证评价 

通过 18 家试点单位的试用，本分级标准具有先进性、系统性和适宜性。呈现以

现特征: 一是分级标准深受试点单位高层管理者尤其是最高管理者的欢迎；二是按照

分级标准进行的审核活动，吸引了大批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管理精英的参与；三是标准

促进了行业单位管理水平的明显提升。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参与试点的共有 24家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知名企业，截止 2018年 11月，已完成 18家

试点单位的验证。其余 6家标准使用效果按照计划安排正在验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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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强制

性标准或推荐

性标准的建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张崇武 联系电话 13910034225 电子邮箱 zcwcdsc@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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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