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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质量管理的十大禁忌

No.1  忌言行不一

  言”是指相关文件或作业指导书之规定，“行”指具体操作。在产品的关键制程中，必须管制的制程
参数或产品特性，我们必须要将之写入作业指导书中，

即“应该做到的要写到”；接下来就是行，不落实可能造就品质的严重不符合，也违反了“写到的要做
到”这一准则。而在非关键过程中，

“言行不一”的错误通常体现为：没必要写的却写了，写了却又没落实或没必要也没办法落实，总之是
“言行不一，只说不练”。

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要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一方面要端正执行者的观念，
严格按照标准书的要求作业，避免重覆制造问题；

另一方面，标准书的制订单位，也应该依照实际不断检讨和完善我们的“相关程式或作业指导书”，使
之更利于指导作业，预防品质问题的发生。

No.2  忌只做不记

 主要是指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不注意记录或不注意保存“原始记录”。这样做也许一两天没什么问
题，可以凭着记忆去处理一些问题，

但一个星期或一个月过去后，我们很难再回忆起，至于做的好坏程度就更加无法判定。所谓好记忆不如
烂笔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企业要进步，需要借鉴以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需要做持续改善检讨，没有了这些记录，要去谈借鉴，



谈检讨，谈改善等就缺乏了基础，

只能是空谈，坚持要去谈去做的也只能是玩形式。

No.3  忌用行政命令代替程式

 用行政指令代替既定的程式，其做法源于某些负责人对工作程式实质理解不够。这种行为久而久之会
逐渐使品质体系运作日趋困难，

最终导致品质体系的“名存实亡 ”。错误发生时，当事人往往还会振振有词：“这些规定太烂，束缚了
我们的运作”等等，甚或以一言行政命令来取代系统规定：

“就这样了，我说了还不能算？”
于是惊动了主管的部属很惶恐，此事看起来不太妥——与系统规定不符，但迫于主管的压力只好照做。

品质系统作为一种规范，对于保证公司的正常运作、各单位的沟通协作顺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确的作法是：作为主管应为部属树立按程式作业的标竿，并协助指导对不合理之处进行检讨修订，如
此品质系统的作业才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No.4  忌随意性强

 主要是指随便改变操作程式，而不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和签发变更通知单。这种现象常发生在工程文
件或图面制作人员身上，

其结果是：因无预知，相关单位机能有时难以或无法协调配合作业，造成产品品质的波动，破坏生产过
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a.来自主管人员的错误示范；

b.该员或其身边同事类似错误没有得到主管的及时纠正；

c.作业者对相关程式不了解或认识不清。

因这些错误导致的结果不容忽视，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源着手杜绝隐患。

No.5  忌概念模糊

对概念认知不清，导致工作出现偏差的现象，也是阻碍品质体系有效运作的一种因素。品质体系强调检
讨与改善，在内审中时常会发现某些部门在执行相关程式文件时理解不够或图省事，错误地把“甲”当
成“乙”，以至于无法找到问题产生的真因，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例如，发生品质问题，很多主管喜
欢用“品质问题”来模糊的描述它，导致品质保证部门的人去穷折腾，而相关部门甚至连配合都懒得动
。如果我们能弄清品质概念，学会用“出处”来为问题命名，如供应商问题、制造问题、设计问题等等
，应该可以有助于避免“品质保证部门的人员常被责成去解决一些非他们所能控制的问题”；实际上，
概念模糊除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外，更是真因的帮凶。解决它需三头并进：主管注意避免出现错误暗示
及注重引导释疑，端正观念；组织提供必要的训练，拓宽员工的知识面；个人则要积极参训并动学好问
。



No.6  忌对品质讲前提

对品质讲前提的现象通常发生在组织面临交货压力或产品俏销时，认为“反正现在客户等着要我们的产
品，品质放松一点不会有问题”。也许在当时客户不会抱怨我们，可怕也就可怕在这里，正因为我们的
产品很俏，有很多客户在使用，如果发生品质问题我们也许不知，但客户却很清楚，这就如同在为公司
做不好的宣传：恃宠而骄，有错不改。卖得越多影响也越坏，一旦竞争对手此时杀入，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对品质谈条件都是不合适的。

 No.7  忌以偏概全

以片面的事实作为基础或因个案的成功而得出结论，不愿再做更多的实际验证，甚至因此而坚持认为该
结论或规定之正确性，即使有人建议修改也不做检讨。发生这样的错误一方面与组织文化或工作习惯有
关；另一方面主要是作业者本身对事物的认知有限。

No.8  忌系统与组织脱节

一日偶听某公司品管主管高谈“品质理念”，曰：“一个从事品质工作的人如果功力够深，经验够丰富
，即使公司处于组织整合变动时期，他一样可以成功推行品质系统并获得认证⋯⋯”这段话让我想了很
久，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事实上拿证书或许可以做到，但如果要说成功推行品质系统则不大可能，成
功的系统运作希望至少要能达成如下作用：

a) 每项工作怎样做都规定得很明确具体，便于检查，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负责、有章可依、有据可查；

b) 发生了事情，很清楚应该由谁来处理，不至互相扯皮；

c) 无论总经理是否在公司，各项工作都有人负责，井井有条地进行；

d) 严格对分包商进行控制后，进货质量有了很大改进，堵住了不少漏洞。

 试想，一个脱离具体组织，也即与实际组织模式和形态无法挂钩（因在整合，尚无组织可挂）的品质
体系，如何能达成以上效应，

如何去提升组织战斗力，又从哪里去谈成功？

No.9  忌过分依赖于系统稽核

 曾经听说有位从事品保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员在稽核其供应商时，查看某产品的品质履历，发现履历存
在一些问题，据此当场对其供应商作出结论：“为什么你们的内部稽核不能发现，明显存在问题，须加
强内部稽核⋯⋯”且不说“所有稽核采用的都是抽样方式”，单从其产生的结果看这个结论显得很轻率
或不够专业，因为它会让被稽核的供应商丧失一次寻找真因并做改善的机会，并可能因此而产生误解：
品质系统作业是依靠内部稽核来实现的！但系统决不是依靠内部稽核能实现的，系统运作与维护是日常
工作的点滴积累，需要组织内全体成员在日常工作中自觉按系统规定去作业，并能坚持自我稽核；同时
除我们的品质保证人员外，作为单位主管，也应该按系统要求去稽核部属的工作，如此方能真正做到全
员参与，落实系统作业。而内部稽核是我们维护系统的手段之一，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于它，包括它的结
论。

No.10  忌品质就是品管的事

一旦发生品质问题，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品管部门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品质无知的表现。就
从产品的品质来说，相信大家都知道，产品的实现过程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换句话说，企业产
品的品质，从开发立案，到产品设计审查、验证，制程设计、验证，到量试，大量生产，甚至于采购，



任何一个地方或个人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产品的品质，所以，要做好品管的工作，企业一定要走向全
员品管，让大家包括供应商，一齐来参与和重视，这样品质才会做得好，也因此有人这样说：产品是设
计出来的，是制造出来的，是采购出来的⋯⋯

办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如有需要联系我们啊！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