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参考格式） 

 

1. 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船舶行业 船舶装备生产及服务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英文 

Marine Industry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for Shipbuilding & Repairing and Marin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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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RB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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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18 年 12  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启动中远

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太平洋海洋工程（珠海）有限公司、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

公司等。 

1.7 起草组成

员 

王新亭、金  鹏、杨素敏、刘  军、陈  军、谢  予、谢静谦、周国胜、左 平、

王都丽、张  跃、张  迁、杨荣婵、王晓亮、陈文波、杨桂山、罗文冲、郭炳华

刘  锋、朱文俊、逄  华、张  瑜 等 

1.8 标准体系

表内编号 
 



 

 

 

 

 

1.9 调整情况  无 

2. 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船舶行业近年来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产能严重过剩的巨大压力。提

质增效，提升质量管理体系水平己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CCSC）作为中国船级社（CCS）的子公司，自成立伊始便秉承了 CCS 船舶行业质

量、安全规范制定、产品检验、船舶入级管理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与良好运作实

践，开展了大量船舶行业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培训、审核与认证业务，目前船舶

行业的客户约 1500 多家。同时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的相关

规范、要求，以及工业与信息部（工信部）对行业的要求与指导、中国船舶工业

行业协会（CANSI）总体协调，CCSC 积极参与并开展了相关标准、行业规范的制

定与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制造 2025》将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列入制造强国建设的国家发

展战略目标，引导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船舶配套产业能力提升行

动计划（2016-2020 年）》围绕建设世界造船强国的目标，推动船舶配套产业链和

价值链双升级为主线，做强优势产品，改善薄弱环节，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

专业化船舶配套组织和系统集成供应商，全面提升我国船用设备核心发展能力，

做大做强我国船舶配套产业；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发展战略、《船舶配

套产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更好地为船舶行业客户提供具有针对

性的服务，提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水平，真正帮助组织将管理体系作为有效的

管理工具，落实国家《中国制造 2025》的相关部署，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彰

显中国制造的实力与水平，我们提出体现船舶行业特性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

——《质量管理体系  船舶行业生产和服务提供组织  要求》并开展实施试点及

推广工作。希望为船舶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中提供统一的基础。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本标准采用 A+B 模式，A 部分等同采用 GB/T19001-2016（ISO 9001:2015）；

B 部分参考国内外相关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铁路装备制造和服

务质量管理体系实践形成。  

编制过程中主要总结了船舶造修组织质量管理及其它体系认证的相关文件

资料和经验，标准的技术内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促进组织进行质量管理体系、

增强以质量为核心的品牌意识，树立品牌理念，提升品牌附加值和软实力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作用。 

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详见项目任务书 

3.2 起草阶段 

1. 2017.5-6 月：试点项目中的《质量管理体系 船舶行业要求》标准起草、制定；

2. 2017.12 月 CNCA 下达编制行业标准的任务书（2017RB097 《船舶行业 船舶装备

生产及服务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后，为了保证标准制定的水平与质量，

CCSC 与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紧密合作，于 2018 年 3 月起，进一步发文邀请了

更多行业专家参与标准的编制，扩大了编制小组成员范围，同时征求行业专家的

意见。根据专家的意见，考虑船舶行业整个供应链的质量提升， 对标准进行了修

改与完善，于 2018 年 4 月形成了 RB 标准草稿： 

《船舶行业 船舶装备生产及服务组织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Shipbuilding 

Industry  Marine Equipment Production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 

3. 内部组织征求意见阶段： 

1) 2017.7-8 月：《质量管理体系 船舶行业要求》通过邮件形式，向选定的内部、

外部专家发出征求意见函，意见回收汇总后，对《要求》进行了修改； 

2) 2018 年 4 月，将 RB 标准草稿以邮件形式进一步征求了行业内部分专家的意

见。 



 

4. 内部组织分阶段审查、审定阶段： 

1) 2017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了专家讨论、评审会，对《要

求》进行了评审；会后，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后，以 CCSC 技术文件—QR0701

《质量管理体系 船舶行业要求》 进行内部发布，并以此作为依据，对上海江南

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审核，颁发了第一张升级版证书，同时作为对

《要求》的一种试点验证，并将标准进一步完善； 

2) 2018 年 4 月 26 日，组织了 RB 标准的专家讨论、评审会，来自 CNCA 科

标部的领导、行业内船舶修造组织、船用产品生产组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中国船级社、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的领导及专家出席了评审会，对 RB 标准的

编制工作及结果予以了肯定，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会议当场 CCSC 的工作人员就进

行了跟踪修改，形成了 RB 标准的上报稿； 

3) 2018 年 6月 19-20日 CNCA 委托军友认证对 7个行业特色 RB标准进行了

研讨，会上专家对 RB097 标准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会后，我们对标准内容进行

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形成了现在的版本，再次上报，供进一步征求意见、公

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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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适用范围 

本标准对船舶、海洋结构物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维修和服务的组织质量管理提出了基本

要求，考虑了影响组织内、外部因素、相关方要求、风险和机遇措施管控要求，明确了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的核心要素要求，可用于船舶和海洋结构物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维修和服务组织建立、实施、

保持和改进其质量管理体系，也可作为各相关方评价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和海洋结构物以及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维修和服务的组织。 

 

4.2、技术内容主要针对船舶和海洋结构物造修、配套产品生产和服务组织 

船舶和海洋结构物造修、配套产品和服务组织主要指从事船舶和海洋结构物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制、

生产、维修和服务的组织。船舶和海洋结构物及相关配套产品制造、修理组织尽管在质量管理方面略有不

同，但在质量管理体系方面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标准中的相关条款，主要针对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要

求。 

 

4.3、标准技术内容相对完整 

1）本标准以 GB/T19001-2016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为基础，结合中国船舶行业

/组织现有质量管理模式、特点以及体系运行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将有关行业要求、良好规范及相关管理

工具的应用、船舶行业关注的突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机构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过程中积累的实践

经验等内容补充到所制定标准要求中。基本涵盖了船舶修造组织及相关配套产品生产及服务组织的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的各个方面，更好地满足组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使用需求。 

2）本标准采用 A+B 模式，即在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的基础上，增加了船舶修造组

织、船用设备生产组织及服务组合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并将增加部分以中文楷体字体标识，以示区

分，详见《GB/T 19001-2016 (ISO 9001:2015) 与增加部分的对照表》，以便参考。 

 

4.4、认证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基于 GB/T 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的总体要求，结合船舶造修组织及相关配

套产品的生产及服务组织的特点编制而成，在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组织环境、领导作用、策划、支持、运



行、绩效评价、改进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针对组织环境，主要对组织内、外部因素、相关方要求和组织产品、服务情况，规定组织应根据其

管理职责和地理区域界定质量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时考将全面质量管理、六西

格玛、精益管理等国际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应用于质量管理体系。 

针对领导作用，主要针对产品质量检验、承担质量管理部门，确保独立行使职权 

针对质量方针，规定组织在制定质量方针时应围绕《中国制造 2025》、《船舶配套产业能力提升行动

计划（2016-2020 年）》要求，考虑造修船行业及组织现状等，不能照搬别的组织的情况，需要结合本组

织的实际情况。 

针对策划，主要对风险和机遇措施、质量目标制定等应具备的行业特色进行了规定。 

针对支持，主要对人员、基础设施、运行环境、监视测量资源、组织知识、能力、意识、沟通、成文

信息等内容做出了行业特色的规定。 

针对运行，标准主要对运行的策划和控制、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外部提供

的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控制、生产和服务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放行、不合格输出的控制等做出了规定。

针对绩效评价，主要对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顾客满意等内容进行了具有行业特色的规定。 

针对改进，主要对不合格和纠正措施、持续改进等内容进行了具有行业特色的规定。 

 

4.5、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 的要求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应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的要求进行编写。在标准的层次结构、章节设置、语句表达、字符字号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化。 

 

4.6、关于标准的几点说明 

1）．关于专业术语 

本标准基于船舶行业质量管理的特点，在 GB/T19000-2016 的基础上，增加了 “劳务承包方”、“船舶

检验机构”、“法定检验”、“入级检验”、“设计认可”、“型式认可”、“工厂认可”等术语。 

 

4.7、 主要输出 

《船舶行业 船舶装备生产及服务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Shipbuilding Industry - Marine 

Equipment Production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4.8、主要试验与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是船舶造修组织及相关配套产品生产及服务组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标准，正式编制本标准

前，中国船级社已在相关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得到了应用，相关内容和要求在组织认证过程中得

到了验证；该标准经过了 2017 年 9 月在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公司的现场试点审核，并颁发了第一张升

级版证书； 标准的内容有良好的行业适用基础，此次依据新版标准进行编制、修订、现场实施与认证，

验证了其实用性、适宜性、有助于提升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及产品质量的提升。 

本标准中所规定主要技术要求结合了船舶造修组织及其配套产品生产及服务组织的实际情况，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5  验证情况（适用于方法类标准）-此部分不适合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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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

析 
 

5.4 验证、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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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利用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CANSI）平台： 

1. 2018 年 10 月 大连海事会，CANSI 的主论坛上，预留 20-30 分钟，介绍

2017RB097 项目的来源、益处、进展及国外相关行业标准等情况； 

2. 2018 CANSI 换届大会，同时有论坛活动，也可以为 CCSC 加入主题，对该

RB 标准项目作专题宣介； 

3. 2018 年广州海事展，CCSC 也可以作专题宣介； 

4. CANSI 《信息及统计分析》季刊，下一期可以作专题介绍，或增加专栏，报

道该项目进展动态，如标准审定批准、试点组织审核认证、颁证等信息； 

5. CANSI 网站、微信平台也可以开设专栏宣介该标准及试点项目，等等 

2. CCSC 本身通过各相关地区分公司进行宣贯与培训，结合试点单位审核进行；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不适合 

6.3 重大分歧

意见的处理经

过和依据 

不适合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中国制造 2025》 

《船舶配套产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  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联系人 杨素敏 联系电话 13701356270 电子邮箱 yangsumin@c.cc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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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