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502636555

10位ISBN编号：7502636552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中国计量出版社

作者：周莉

页数：263

字数：35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多年来在质量信用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与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密切相关的质量信用基础理论
、质量信用评价技术、企业质量信用管理、质量信用监管和服务、我国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设想等
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本书可作为质量信用工作人员的培训指导教材，也可作为政府质量信用监管和企业质量信用管理的参
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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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信用是一种对人的道德操守的评价，它的价值取向是主观的。
当人们评价某人有信用，指的是该人的道德操守、思想品质良好，并不是指该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
位等非道德状况。
另外，这一评价从长远看也许可以改善和优化当事人的生存条件，但却不能即时给当事人带来直接的
经济利益。
　　（2）信用评价的依据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也就是说，用来衡量和判断信用的标准是主观的。
人们在做出一个人是否有信用的评价时，势必要有一定的依据。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是否有信用，往往依据的是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交往中的种种具体表
现，人们的行为诚然是客观的，但人们做出信用评价却是从其在与被评价对象的交往经验中得出结论
的。
因此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信用评价标准是经验式的，带有相当浓厚的主观色彩。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人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信用，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层面
上的东西。
它以深藏在人们内心的道德感作为动力，它的维持也由人们的道德舆论来保障。
同时，这一信用观念虽然不给当事人带来短期内的即时收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守信的人能够得到人
们的尊重，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交往更容易，更能得到他人的经济帮助和交易机会，因而其生存环
境更加优越，所以说获得较高的信用评价可以给当事人带来长远的经济利益。
因此，人们也就有了诚实守信的经济内驱力。
道德化的信用观根植于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信任，依附于人身关系，诚如英国著名的古代法研究专家梅
因所言，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并不为自己设定任何权利，也不为自己设定任何义务。
它所遵循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长老给予他的强行的命令。
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商品关系，并非纯正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基于人格信任的交换
，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以一种身份制约的方式进行并得以实现的。
对一种共同道德的分享，使得人们必须遵照某种可能产生强制的相互约定，并且强制本身的强制力来
自于分享的道德、在共同的道德的笼罩下产生的由于违背道德遭受的人格的损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道德范畴内的信用机制只能在相对固定的或者封闭的社会环境下才能有效运作。
换句话说，只有在熟人的社会里，道德信用方可发挥作用。
因为，一方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固定社会里，人们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范围相对固定，交易的机会也
很有限，得到一个交易是不容易的，如果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引起社会比较低的信用评价，将导致其
交易机会进一步降低从而恶化自己的生存条件却又无法从其他更广阔的交易中获得弥补，因此是不划
算的；另一方面，在封闭的熟人社会里，守信与否的道德评价极易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而且这
一压力将是长远的而非短期的，这样甚至可以将被评价为不守信用的人逐渐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同
时因为获得生活资源的途径本就不多，因此，不守信的人则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这也是社会对于不守
信的人给予处罚的主要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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