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质量管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质量管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550404182

10位ISBN编号：7550404186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作者：游浚 编

页数：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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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学>>

内容概要

《质量管理学》是为适应普通高校管理专业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教材，本书的宗旨并不在于讲述统计过
程控制，而是产品“质量”。

满足社会对产品质量的要求需要组织中所有主要部门的积极努力。
目前，将公司主要职能部门中的质量活动汇集起来组成的职能部门，称之为“质量职能部门”。
质量职能部门的成功管理要求更专业的知识、更多专业化工具以及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使用这些工具
并应用这些知识。

全书在继承传统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注重质量管理实践能力的培养，突出高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需要，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
目的在于结合当前各行业的发展动态，培养既掌握质量管理理论基础知识，又实践应用知识的应用型
管理人才。

本书选择的论述顺序是：第一部分首先介绍质量管理的发展史，以及质量管理理论的重要贡献者，包
括戴明、朱兰、费根堡姆、石川馨和克劳士比等；然后介绍质量管理的基础，包括概述、质量成本、
，服务质量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指出认为质量管理仅适用于制造业的错误观点。

第二部分是应用统计方法来解决管理问题，主要包括抽样管理、统计工具的应用、统计过程控制(包括
过程能力与过程能力指数的应用)、实验设计(主要介绍田口方法)、质量功能展开。
统计概念涉及本书许多章节，本书无意讲述统计学的高级知识，因为许多优秀书籍已包含了有深度的
统计知识。
本部分立足于如何应用统计知识来进行质量改进。

 第三部分是质量管理的发展篇，介绍了质量管理体系与ISO
9000的关系和六西格玛的基本概念与使用方法。

本书适用于全国各高校，特别是与通信相关的技术、管理、市场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也可作为
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所有章节都结合了运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要求使用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设想，从实践中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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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质量管理概述
 1．1质量管理发展简史
 1．2质量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戴明
 1．3质量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朱兰
 1．4质量理论的重要贡献者：费根堡姆
 1．5质量理论的重要贡献者：石川馨与菲利浦·克劳士比
2　质量管理基础
　2．1基本概念
　2．2质量成本
　2．3服务质量管理
　2．4全面质量管理
3　统计学基础和数据
 3．1概率的相关术语
 3．2统计参数
 3．3正态分布
 3．4其他分布
 3．5数据的类型
 3．6质量因素
 3．7质量数据的整理与图示
 3．8在工作中统计工具为何有时会失灵
4　抽样检验
　4．1质量检验
　4．2名词术语
　4．3抽样检验概述
　4．4抽样检验的方法
　4．5计数抽样原理与方案
　4．6计数标准型一次抽样方案
　4．7计数调整型抽样方案
　4．8计量抽样方案
　4．9监督抽样检验
5　统计过程控制
　5．1概述
　5．2统计过程控制图
　5．3过程控制图
　5．4计量值控制图
　5．5计数控制图
　5．6计点控制图
　5．7控制图的选用
　5．8流程过程控制中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5．9过程能力
6　质量改进
　6．1质量管理的七种工具
　6．2质量管理的新工具
　6．3其他质量管理工具
7　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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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试验设计的基本概念
　7．2常用正交试验设计与分析
　7．3有交互作用的正交设计
8　质量功能展开
9　质量管理体系与IS0 9000族标准
10 六西格玛
附录GB／T 2828．1-2003中的抽样检验用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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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1 传统质量管理阶段 20世纪以前，由于产品相对简单，生产规模也比较小，生
产方式以手工操作为主。
那时候的产品质量基本是依靠操作者本人的技能和经验来保证。
产品从头到尾，都由同一人负责制作，有了质量问题，也由同一人来处理。
他们既是操作者，又是质量检验、质量管理者。
如果说有什么质量标准的话，那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这些经验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延续下来。
因此，有人把它称之为“操作者的质量管理”，消费者对操作者生产的产品质量的信任成为大家接受
该产品的依据。
 1.1.2 质量检验管理阶段 从20世纪初到3C年代末，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机器工业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作
坊式生产，劳动者集中到一个工厂内共同进行批量生产劳动，使生产中的分工与协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
过去那种操作者的管理方式由于“质量标准”的不一致和工作效率的低下，已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
发展。
1918年前后，美国出现了以泰勒（F.W.Taylor）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主张将全部工作划分为若
干职能，强调工长在保证质量方面的作用，于是把执行质量检验的责任从操作者转移给工长，即所谓
的“工长的质量管理”。
后来，在一些工厂为了保证产品的正确生产，开始设立专职的检验部门，利用一定的检测工具来鉴别
产品的质量，区别合格产品与不合格产品，保证合格产品出厂，因此检验工作是这一阶段执行质量职
能的主要内容，而形成所谓的“检验员的质量管理”。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在产品中挑废品、划等级。
这样做虽然对保证出厂产品质量方面有一定的成效，但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一是出现质量问题容易
扯皮、推诿，缺乏系统的观念；二是只能事后把关，而不能在生产过程中起到预防、控制作用，待发
现废品时已经成为事实，无法补救；三是对产品的全数检验，有时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如破坏
性检验），有时在经济上是不合理、不合算的（如检验工时太长、检验费用太高等）。
随着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其弊端就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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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质量管理学》适用于全国各高校，特别是与通信相关的技术、管理、市场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
，也可作为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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