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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困扰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有三大问题
:

一

是效益低下
; 二是市场制约

; 三是企业亏损严重
。

造成这些 问题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长期忽视质

量
。

朱铭基总理指出
: “

质量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一

个战略问题
。

要发展经济
,

产品质量是关键
。 ”

实践

反复证明
:

没有质量
,

就没有市场
,

没有市场就谈

不上什么经济的发展
。

1 我市的质量状况和原因剖析

从我国 目前的总体质量水平看
,

仅相当于 日

本 70 年代初的水平
。

而我市在 1 9 9 8 年全国
、

全省

质量抽查的合格率分别为 60 %和 65
.

4写
,

分别低

于全国
、

全省平均水平 1 5
.

4 和 1 6
.

8 个百分点
,

排

名全省最后几位
。

产品质量水平的低下
,

直接导致

我市 目前的整体经济状况
:

90 % 的产品产大于销
,

3 4/ 以上的企业竞争力较差 或一般
,

竞争力较强

的企业不足 1 4/
,

大量产品的不合格造成了大 量

的资源损失和资金浪费
。

剖析原因
,

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

1
.

1 质量管理滑坡是导致质量水平低下的主要

原因

一些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更关注的是资金
、

项

目
、

基本建设规模
、

产量和速度
。

一部分企业由于

认识的片面性
,

对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缺乏始终

如一的追求
,

标准计量等技术基础工作薄弱
,

质量

控制机构削弱
,

质量管理松懈等等
。

1
.

2 “

两个转变
”

滞后是导致产品质量水平不高

的根本原因

在外延粗放型增 长方式下
,

企业产品结构不

合理
,

重产量
、

轻质量
,

大路货多
、

名特优少
,

低档

品多
、

高精尖少
,

平滞销的多
、

抢手的少
。

面临产品

积压
,

销路不畅
,

资金周转 困难时
,

找不到造成 困

难的真实原因
,

单纯抓 售销
,

放松对质量的要求
,

致使产品质量出现波动和滑坡
,

出现恶性循环
。

1
.

3 部分企业不能摆正内部管理和政府依法监

督管理的关系

片面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企业的个体行为
,

不

需要任何形式的约束
。

近年来
,

我市先后发生过多

起企业拒绝接受 国家
、

省
、

市质量监督抽检
,

拒不

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不合格产品分析会的事件
。

1
.

4 市场机制不健全

不健全的市场机制
,

造成流动秩序混乱
,

假 冒

伪劣产品屡禁不止
。

一些单位为了追逐不法利益
,

竞联手生产和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
。

1
.

5 少数企业缺乏基本的生产条件

技术装配落后
,

职工素质低
,

技术水平差
,

粗

制滥造严重
。

2 提高我市总体质量水平的对策

重点应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

2
.

1 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
,

加强政府对质量的

宏观调控职能
,

把提高质量作为牵动全局的战略

重点来抓

质量首先是企业行为
,

但不等于完全是企业

行为
。

我们现在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经

济时期
,

建立市场经济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

收稿日期
:

1 9 9 9一 0 1一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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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程
,

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各方

面的配套改革
。

在此期间
,

政府部门更应从宏观上

加强调控
。

特别是对经济相对不发达 的地区
,

运用

政府力量
,

通过政策
、

经济杠杆等导 向和扶持
,

对

提高质量
,

加快经济发展
,

具有重要作用
。

认真实施
“

质量兴市
”

战略 当前质量问题是

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

质量振兴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

战略方针
。

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
,

认真规划
,

精心

实施
,

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
,

形成夕
、 人重视

质量
,

个个关心质量
,

处处维护质量的良好氛 围
。

紧紧围绕国务院颁布的
“

质量振兴纲要
”

组织实施
“

质量兴市
”
战略

,

在经济工作中想问题
、

办事情都

要坚持
“

质量第一
”
的方针

,

不仅要有
“

质量兴市
”

的规划
,

而且要有工作细则
、

年 度 目标
、

扶持措 施

和考核方法
,

分阶段实施
,

分层次推进
,

切实把
“

质

量兴市
”
落到实处

。

大 力推进
“

名 牌工程
”
建设 名牌是市场的

通行证
,

是质量信用的保证
。

名牌的多少
,

名牌的

水平 已成为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
。

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
,

企业生存

靠市场
,

市场竞争靠质量
,

而质量的最佳标志就是

名牌
。

实践证明
,

搞得好的企业
,

几乎都全力实施

名牌战略
,

它们创造的名牌成 了企业振兴的动力

和腾飞的翅膀
。

森达集 团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

力
、

小厂发展成为我 国最大 的皮鞋生产基地
, “
森

达
”
成为全国最知名的皮鞋品牌

,

其中一条最为成

功的经验就是实施名牌战略
,

集中全力创立名牌
,

保持名牌
,

发展名牌
。

我市工业产 品技 术 含量
、

质量
、

档次历来不

高
,

近几年的国家
、

省级抽查合格率低 于平均 水

平
。

产品的质量和形象不佳
,

使我市产品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下风
。

这迫切要求我们通过推进
“

名牌工

程
” ,

培育和扶持一批以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为基

础
,

产品生命周期长
,

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产品
,

提高我市工业整体素质
,

增强我市产品在市场中

的竞争力
。

创名牌的过程也是创优质产品的过程
,

名牌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产品结构
、

企业结构
、

产

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
,

因而更快地促进我市经济

的发展
。

2
.

2 政府质量管理部门要有改革的思路
,

以适应

市场经济管理要求
,

积极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
,

政府部门管理质量职

能的特征是政府部 门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管理
,

不

发挥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作用
,

不把企业作为质

量管理的主体
。

当前
,

在市场经济下
,

就要转变管

理职能
,

要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
,

由直

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

由行政监督向综合监督

转变
。

积极 配 合经济 综合管理 充分发挥市场 机

制
,

把企业作为质量管理主体
,

建立以经济和市场

为环境的
、

开放
、

协同的质量工作体系
。

协同经济

综合部 门
,

依靠各行业
,

对支柱产业
、

重点产品的

质量实行重点管理
。

努力使产业政策
、

技术改造
、

科技进步政策得以制订和实施
,

体现质量 目标和

任务
。

加大规 范 市场的 力度 组织行政
、

司法
、

行业

主管部门
,

发 动中介机构
、

新闻单位和广大企业
,

联合起来打假治劣
。

在整治各类交易市场的同时
,

帮助建章立制
,

净化和规范市场
。

要求企业对产品

和服务明示质量责任
,

发展地 区间联手质 量监督

和联手打假治劣
,

消除技术壁垒
,

为企业 创造一个

平等竟争的环境
。

依法约束企业的质量行为 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
,

对涉及安全
、

人身健康
、

环境保护及对国计 民

生有重要影响的产品
,

进行质量监督抽查
。

重点抓

好不合格产 品的生产企业的整改
,

对劣质产品生

产企业的处罚及经营者和责任人的处理
,

以此推

动企业从严管理
,

依法经营
。

扶持和发展中介机构
,

支持质 量管理 质量

检验
、

质量认证
、

质量咨询
、

质量培训
、

质量投诉受

理等 中介机构的成立与发展
,

把 不属于政府的职

能转给市场
、

中介机构和企业
。

通过认可
、

管理和

监督
,

规范中介机构行为
,

提高适应市场经济和为

企业服务的能力
。

2
.

3 企业必须很抓质量管理
,

以提 高质量为中

心
,

增加市场竞争能力

对企业来讲
,

要做的事固然很多
,

但最根本的

是
:

一是生产什么样即什么质量的产品
,

二是生产

多少
,

三是成本高低
。

显然
,

产品质量是决定企业

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
。

因此
,

企业要把提高质量放

在第一位
,

质量管理当然也就要作 为企业的管理

中心
。

日本企业经营之所以最有成效
,

其根本原因

就在于其实行的是全公司以质量为中心的生产经

营管理
。

然而
,

我们仍有不少企业看不到这一点
,

还在把降低成本摆在第一位
。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

们的企业确实存在着到处可见的许多浪费现象
,

只要一抓
,

就会扫到一把浮财
。

另一方面
,

不少人

习惯于过去的做法
,

只看重眼前煤
、

电
、

水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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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
,

而看不到产品质量低劣所造成的大量产 品 领导重视质量是提高质量 的关键 美国质量

积压
、

低价出售和人员设备闲置等巨大浪费
。

我市 专家费根伯姆博士指出
: “

公司领导是质量成功的

燕舞集团的衰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当年燕舞 关键
,

当今的竞争趋势 已经不是单靠个人在质量

收录 机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

连续几年全国销量第 上的努力所能决定的
,

而是使每个员工积极投入

一
,

不出几年就到了今天破产的地步
,

实际上早些 质量改进活动中
,

因而
,

公司领导作用倍加重要
。 ”

年出现的人们
“

排队买燕舞
,

排队修燕舞
”
就为今 企业领导者的质量意识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

天的破产敲响了警钟
,

这个
“

重量轻质
”

的惨痛教 决定因素
。

企业的产 品质量就是领导者的质量
。

企

训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
,

而这造成的浪费又是多 业领导要真正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

要直接参与质

么巨大
。

量活动
,

成为企业质量连续不断改进的发动者
、

组

美国在战后直至 80 年代中期
,

曾经走了几十 织者和参与者
。

在质量管理 中以身作则
,

凡要求别

年以降低成本为重点的路
,

但其结果不是成功
,

而 人做到的
,

首先 自己做到
,

要率先垂范
,

起模范带

是失败
。

结果是无论在汽车工业
、

钢铁工业方面
、

头作 用
,

发挥企业 领导者
“

示范效 应
” 、 “

权威效

还是集成 电路的可靠性方面都竞争不过 日本
,

以 应
” 。

至美国人 自称为遭受了一场远远超过
“

珍珠港
”

被 职工整体素质是质量提 高的前提 影啊产品

炸的大挫败
。

其主要原因就是
“

走了一条重成本轻 质量的因素很多
,

但产品是由企业职工生产出来

质量
”

的路
。

直至 80 年代派大批人员去 日本学习 的
,

归根结底产品质量取决于人的质量
,

产品质量

质量为中心的经营管理后
,

进入 90 年代才有了新 的高低是企业职工整体素质的综合反映
。

提高产

的起色
。

美国的这些经历
,

我们应该引为前车之 品质量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
,

而先进 的技术

鉴
。

否则
,

我们如果真的走上这条弯路
,

那就真的 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
,

都需要职工去掌握
,

并

又失去一次 良好的机遇
。

要认真研究和学习 日本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加以合理运用
。

因此
,

要努力

在市场 中以质取胜的宝贵经验
,

明确认识低质产 提高广大职工的思想素质
,

文化素质
,

业务素质和

品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
,

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以提 技术素质
。

要把职工的质量意识由计划经济观念

高产品质量为中心
,

这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道路
。

转 到 市场经济观念上来
,

由
“

要 我千
”
变 成

“
我要

加快技 术进步是质量提高的基础 技术在经 干
” ,

由个体意识变成群体意识
,

实施以个人为本

济发展中的作用
,

我 国仅 占 30 %
,

而工业发达 国 的管理
。

要强化市场观念
,

竞争观念
、

质量观念和

家占 50 % 一 70 %
,

这是我们产品落后的一个重要 用户观念
,

不断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
,

保证产品质

原因
。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

企业必须提高认识
,

加 量的提高
。

大投入
。

要紧密结合两个根本转变
,

以市场为导 总之
,

在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
,

加速发展盐城

向
,

以适销对路产品为龙头
,

以调整结构为重点
,

经济过程中
,

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
,

绝不可简单的

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为 目标
,

以质量为 强调一下
,

绝不可认 为只是企业质量部 门和政府

中心
,

加快技术进步
。

通过新品开发
、

技术攻关
、

新 监督部门的事
,

而要作为政府和企业 的一项中心

技术推广
,

引进
、

消化
、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

并不断 工作
,

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
。

要调动全社

创新
,

努力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

增加 会力量切切实实在提高我市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

产品附加值
,

提高企业素质和产业素质
,

促进企业 为推动我市质量总体水平上台阶
,

为促进我市经

的发展
。

济持续
、

快速
、

健康发展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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