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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质量经营是质量管理发展的新模式，它扩大了质量管理的范围和内涵，它不仅关注顾客要求和企
业的经济效益，更关注所有相关方的要求和社会责任，在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更关心节能
减排和安全生产，将无形资产与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全部按资源进行管理，坚持持续改进，提高
企业的竞争力。
　　《钢铁企业质量经营》结合钢铁企业实际对质量经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主要内容包括：发
挥领导作用、关注顾客要求、系统创新和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无形资产管理、生产过程控制、
重视质量成本、生产现场管理、标准化管理、节能减排管理、安全生产管理、采购和供方管理、监视
测量和数据分析、信息化管理、持续改进和质量经营评价等。
　　《钢铁企业质量经营》可供钢铁企业领导和从事质量工作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学习，也可供大
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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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那宝魁，1934年生于黑龙江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58年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钢铁冶金系毕业，1958～1983年在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总院从
事研究和管理工作，1979～1983年任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
　　1984～1988年任冶金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冶金组组长，冶金
工业部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8～1994年任冶金工业部质量司司长、冶金工业质量管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质量管理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金属学会理事、中国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CR）第一届副主任
委员。
　　1994年任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
　　编著并出版的著作有《解读质量管理》、（《钢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绿色钢铁”和环境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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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强化对新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特别是设计和开发过程的新产品质量不够稳定，应策划和实
施有效的检验和试验方法和程序。
尽可能在评审和验证阶段提供充分的质量保证证据。
新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的输出不仅应包括产品特性（产品标准）和过程参数（操作规程），也应包括产
品的监视和测量（检验和试验规程）。
现在有的企业把新产品试制只看成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之一，提供了产品后对能够形成操作规程和
检验和试验规程的信息没有作为设计和开发的输出进行管理，不利于产品监视和测量过程的提升。
　　（5）既要充分利用仪器设备的效率，也要重视人工技能在产品检验和试验中的作用。
在钢铁产品大批量生产过程中进行成分分析和性能检测时，仪器设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
产品的表面质量，无损探伤也很难完全替代人工的目视检验。
也就是说，仪器设备对测量（或试验）有效，而人工技能对监视（或检验）有用。
即使在生产过程设置了自动检测装置，有些产品在成品和交付检验时，人工的检验也不可缺少。
为了提高质量、保证能力，应重视人工检验技能的培养和传承。
对监视和测量人员来说，能力要求和培训应以提高技能为主，并设置资格认可和等级要求。
　　（6）判断有准则、操作有规程应是产品监视和测量的主要管理内容。
判断准则有国家标准和企业标准两大类。
如果企业标准只做内控，国家标准才是准则的话，产品的差异化就是一句空话。
只有在是否合格的判断准则中具有针对顾客个性化要求的内容，才能体现企业产品的品牌水平。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过程也需要受控，操作规程应属于受控的程序。
操作程序不仅应包括组批、取样、检验和试验程序，还应规定数据处理和分析，不仅应记录检验和试
验结果，还应根据判定准则做出是否合格的结论。
合格品由授权人签字交付，不合格品转人不合格品原因分析和处置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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