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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整改工作的流程及做法

受审查单位针对审查组发现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及改进建议，应开展后续整改策划、实施
及有效性验证工作，相关流程及做法如下：

   

1

制定整改计划

(1)主管部门向各部门发放审查发现的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及改进建议。

        

(2)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沟通后，明确责任部门及计划节点，在确定计划节点时注意：军队专用装备承制
单位整改期限不超过３个月，军选民用注册制装备承制单位整改期限不超过１个月，同时要预留出内部
验证及重新整改的时间余量。   

     

(3)主管部门制定整改计划并进行发放，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2

进行纠正

(1)责任部门依据审查组开具的《不合格项报告》、《基本合格项报告》、《不符合项报告》、《改进建



议单》，对相关事实进行纠正，并记录纠正情况，有些事实已无法纠正，应将纠正措施执行后的情况作
为纠正并予以记录。

       

 (2)将纠正情况记录至《不合格项纠正措施表》、《基本合格项纠正措施表》、《不符合项纠正措施表
》、《改进建议跟踪验证情况》。

注：《不合格项纠正措施表》、《基本合格项纠正措施表》可根据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不符合项纠正
措施表》进行调整生成，格式见附件1(在使用时，请根据问题类别，将表格中的“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
不符合项”更改为"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改进建议跟踪验证情况》格式见附件2。

(3)对上述纠正情况提供相应证实材料。

(4)对产品质量有直接关系的整改，还应追溯提供相应的证实材料，例如，产品有关性能指标没经检验就
出厂，测量设备失准并进行了产品检验，均应对已交付产品进行追溯。

3

原因分析

(1)责任部门针对审查发现的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及不符合项，分析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2)将原因分析内容分别填写《不合格项纠正措施表》、《基本合格项纠正措施表》、《不符合项纠正措
施表》。

注：改进建议不需进行原因分析及后续举一反三工作。

4

纠正措施

(1)责任部门针对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及不符合项原因分析结果，制定系统的纠正措施。  

      

(2)在规定的期限内实施纠正措施。 

       

(3)将纠正措施及纠正措施实施情况填写在纠正措施表中。        



(4)若在整改规定的期限内纠正措施已完成，应提供已实施的证实材料；若纠正措施尚在实施中，应提供
制定的纠正措施和计划完成时间。

5

举一反三

        

(1)针对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及不符合项，检查组织内其他部门或项目是否发生类似问题，要针对检查
了哪些部门、项目，发现了什么问题，进行了怎样的纠正，或明确没有发生类似问题，进行记录。

        

(2)将举一反三情况填写在纠正措施表中。  

      

(3)对举一反三情况提供相应证实材料。    

    

注：举一反三是针对组织的所有部门或项目，不仅仅是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及不符合项发生的部门或
项目。

6

内部验证

(1)主管部门对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整改有效性组织验证，并将验证情况填写在纠正措施表
中，并经受检查方验证人(一般为主管部门领导)、受检查方代表(一般为厂(所)、公司级领导)进行签署确
认。验证内容包括：        

A、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事实是否纠正？      

B、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原因分析是否正确？        

C、是否针对原因制定了纠正措施？        

D、纠正措施是否完成？       

 (2)主管部门对改进建议整改有效性组织验证，并填写《改进建议跟踪验证情况》。       

 注：如果检查组要求受检查单位形成整改关闭情况报告，受检查单位就以公文形式(红头文件)形成整
改关闭情况报告，针对纠正情况、纠正措施实施情况、举一反三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并对整改效果进行
评价。



7

军事代表检查

(1)主管部门将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报告、纠正措施表、证明材料，《改进建议跟踪验证情况
》，及整改关闭情况报告(如果检查组要求的话)，报请军事代表。        

(2)军事代表检查内容除包括上述6（1）内容外，还包括"需要说明的内容"：

A、不符合项实施没有纠正，其原因为：

B、纠正措施尚未完成，请在下次监督审查时继续检查纠正措施的完成情况

C、请在下次监督审查时验证纠正措施的有效性D、其他

(3)军事代表将检查意见填写至《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报告》、《改进建议跟踪验证情况》。

8

审查组长整改验证

(1)军事代表检查合格后，主管部门将整改关闭情况报告、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报告、纠正措
施表、证明材料，《改进建议跟踪验证情况》，及整改关闭情况报告(如果检查组要求的话)，报请审查
组长。

(2)审查组长对根据报送材料对整改情况进行验证，如果审查组长要求进行现场验证，受审查单位需按要
求进行安排。

(3)审查组长将检查意见填写至《不合格项/基本合格项/不符合项报告》、《改进建议跟踪验证情况》。
       

注：军队专用装备承制A类单位整改期限不超过３个月，对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验证未达到合格要求
的，视为审查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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