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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help managers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ttention to quality,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quality management,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s development, and underst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cientific research,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practice, 
analysed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process approach i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modern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and widely used in all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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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论文旨在梳理归纳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现状，帮助管理者增强对质量的理解和重视。通过总结各国学者

们在质量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探寻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了解其在工业生产、工程建设、科学研究、企

业发展以及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实践情况，重点针对质量管理体系中的过程方法的应用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

发现，现代质量管理理论伴随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得到了高度认可和广泛应用，尤其在工程项

目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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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项目质量管理的发展 

1.1. 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进程 

通常来说，质量管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质量检验阶段、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和全面质量管理阶

段。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期，主要是通过检验剔除不

合格品达到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此时的质量管理处

于初级阶段。不久，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同时建

立了专职质量检验制度，同时期的休哈特博士提出统

计过程控制理论，并首创“控制图”进行过程监控，为

质量控制理论奠定了基础，道奇提出的抽样检验理论

构成了质量检验理论的重要内容。从休哈特发明质量

控制图直到 20世纪 50年代末，是统计质量管理阶段，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1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Modern Management (ERMM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481



强调“用数据说话”和应用统计方法进行质量管理。上

个世纪中叶，伴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面质量管

理”理论诞生并不断发展完善。全面质量管理强调全

面、全过程和全员参加。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ISO 9001:2015 中

对质量管理的定义为：关于质量的管理。通常包括：

制定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以及通过质量策划、质量

保证、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实现这些质量目标的过程。

这就是指挥和控制组织活动的基本内容[1]。 

世界各国的质量管理大师们对于质量管理有着不

同的理解。朱兰（Joseph M. Juran）博士认为质量管理

活动中应用着质量计划、质量控制、质量改进三个管

理过程，又称之为“质量管理三部曲”；戴明（W. 
Edwards Deming）博士提出了质量管理理念的 14 条

要点；阿曼德·费根堡姆（Armand Vallin Feigenbaum）

认为，质量意味着客户使用和售价最佳，并提出了质

量管理四个基本原则；“零缺陷之父”克劳士比（Philip 
B. Crosby）认为绝对没有理由在任何产品和服务中存

在错误和缺陷，即“零缺陷”；休哈特（W. A. Shewhart）
结合统计学、工程学、经济学，开创了统计质量控制

的新领域，其“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循环”的观点

被戴明和其他人广泛采用；石川馨(Ishikawa Kaoru)提
出“品质控制（QC）小组”的概念，并推动帕累托图、

因果图等工具的使用以优化质量控制。质量管理大师

们的质量观点为质量管理提供了基本原则[2]。各种质

量观点中许多思想是共通的，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

是质量先驱对质量追求方向是一致的，都提倡对质量

永无终止的改进，为现在的质量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2]。 

对于现代项目管理的实践活动而言，项目质量不

仅包括项目的成果，也包括项目管理的质量[3]。美国

项目管理协会（PMI）《PMBOK 指南》（第六版）认

为项目质量管理包括把组织的质量政策应用于规划、

管理、控制项目和产品质量要求，以满足相关方目标

的各个过程（包括规划质量管理、管理质量、控制质

量三个过程）。此外，项目质量管理以执行组织的名

义支持过程的持续改进活动。 

1.2. 质量管理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在中国，质量管理的雏形则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

在古代典籍中记载有大量有关产品质量的规定、要求

等，这是质量管理的初期体现。自新中国成立至 1977
年，我国的质量管理只是处于质量检验阶段，直到

1978 年前后企业生产质量还存在诸多问题；1978 年

11 月，我国经济代表团在考察日本企业管理情况后深

刻认识到“全面质量管理”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

升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1979-1989 年，我国开始引

进并推广全面质量管理，并于 1979 年颁布了《优质

产品奖励条例》；1989-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质量振兴纲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先后颁布，标志着

我国进入全面质量管理的普及和深化阶段；1999 年至

今， ISO9000 族标准引入国内，国家先后颁布

GB/T19000 族标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卓越绩

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这些推动了我国质量管理工

作的开展，标志着我国全面质量管理进入发展和创新

阶段[4]。 

2. 质量管理研究现状 

2.1. 国外质量管理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质量管理由广泛且深刻的研究。

Lassaˆad Lakhal 等对 24 个项目中的领导作用、质量组

织、员工培训、员工参与、顾客关注、信息和分析以

及质量体系改进等 7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领导作

用对项目质量管理起到了关键的影响[9]；Hale Kaynak
验证了全面质量管理实践中各要素之间的直接和间

接关系，以及这些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他认为领

导承诺的缺失可能导致组织全面质量管理系统的失

效[10]；Rui Sousa 等认为有必要对质量管理实施内容

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从针对特定项目的研究、以理

论支撑进而获得丰富的知识、反思审查三个方面入手
[11]；Fred Appiah Fening 等针对加纳 116 家中小企业

的 5 项绩效指标分别调查了 7 项质量管理实践。得出

“质量管理的所有变量均与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的结论，并且证实了质量管理是由各种变量组成的，

这些变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质量管理，实践必须以循

序渐进的步伐进行[12]。 

总的来说，其他国家对于项目管理和项目质量管

理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也更为深入，形成了系统的

知识体系并且应用广泛，对世界项目管理的发展有着

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各领域的研究中对

质量管理理论进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基于大

量样本的数据分析，对传统质量管理理论有了更为科

学的评判，这些都推动了世界项目管理学科与质量管

理理论的发展，同时对国内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2.2. 中国质量管理研究现状 

在项目质量管理领域，中国的学者有诸多的研究

实践。学者周娅对项目质量管理和一般质量管理两者

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研究。她建议应对项目质量管

理与一般质量管理相互关系有正确认识，在项目质量

管理中灵活引入一般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进而促

进项目目标顺利实现[5]。吕卫胜提出，工程项目质量

管理对工程项目各个阶段所使用整套质量管理体系

和工作方法进行管理，进而保证预期工程目标和提高

整体工程质量[6]。殷小惠认为，为项目的用户和其他

项目相关者提供高质量的工程与服务，实现项目目标、

使用户满意是项目质量管理的目的[7]。张子海认为，

保证项目质量目标的实现是项目质量管理的目的[8]，

他提出：预防和事先控制、过程检验对于防止质量问

题更加有效，而避免质量问题的费用通常比纠正它们

低得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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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对于管理活动

与质量管理的实践，但现代项目管理的引入和运用起

步较晚，甚至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一直未能形成

科学的理论。中国的项目质量管理理论受到了他国学

者研究结果的极大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学者们纷纷将项目质量管理理论运用于项目实践

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推动了中国项目管理和质

量管理领域的发展。 

3. 过程方法理论 

过程是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

作用的活动，并在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中产生价

值。任何利用资源并通过管理，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

活动均可视为过程[13]。按照这样的方式，将活动作为

相互关联、功能连贯的过程组成的体系来理解和管理，

可更加有效和高效地得到一致的、可知的结果[14]。单

一过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如图 1 所示，每一过程

均有特定的监视和测量检查点以用于控制[14]。前序过

程的输出结果作为当前活动的输入内容，经过当前活

动产生新的输出结果，而新的输出结果交予下一个过

程，又成为后续过程活动的输入内容。可以看到的是，

在单一过程中，每个阶段都设置了可能用于监视和测

量绩效的控制和检查点，以使得每个环节中都能对过

程执行质量进行有效控制。 

输出接收方输入源 输入 输出活动

终点起点

前序过程
例如内部或外
部供方、顾客
或其他有关相
关方的过程

物质
能量
信息
例如以材料、
资源或要求的
形式存在

物质
能量
信息
例如以产品、
服务或决策的
形式存在

后续过程
例如内部或外部顾客或
其他有关相关方的过程

可能用于监视和测量
绩效的控制和检查点

 
图 1 单一过程要素示意图 

国外学者 Dhanasekharan Natarajan 教授在专著

《ISO 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中以单一过

程为例，对其控制方式进行了解读。他提出，需要对

于过程产物进行检查，对未达验收标准的产物进行分

析测量，同时寻找过程方面的问题，对其进行纠正或

改进，通过调整输入内容、控制方式与过程，以使得

该项过程的输出满足要求。Dhanasekharan Natarajan 教

授在对于单一过程要素的控制中运用了反馈调节的

思路，并强调了对于过程产物以及过程本身的测量分

析和改进，这也是对于过程方法整体运用的基本思路。

过程
（有验收标准的程序）

控制

输入
是否达到
验收标准

拒绝、筛检、返工
或复验

否

是 输出

检查和测量
采取纠正措施

以确保过程有效性修改：
    -输入
    -控制
    -过程 针对过程

进行检查和测量
采取改进措施

以加强过程的有效性
 

图 2 Dhanasekharan Natarajan 教授对过程的解读

过程方法是 GB/T19000 族标准所阐述的质量管理

七项原则之一，同时也是《GB/T19001—2016 质量管

理体系 要求》中所采用的方法。理解过程和过程方法

的概念，是科学运用的前提。过程方法是将项目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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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视为若干个“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将相

互关联的过程作为一个体系加以理解和管理，将客户

的要求和各类法律规范标准作为输入项作为对产品

（可交付物）的限制条件，经过项目活动生成的产品

（可交付物）作为成果交付给客户并达到客户满意的

要求，整个“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即为产生价值

的增值活动。 

采用过程方法使组织能够控制过程之间相互关联

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以提高组织绩效。对于一组活动

而言，过程可分为主要过程和支持性过程，抓住对主

要过程的控制是把握整体过程的关键所在。经典的过

程方法模式如图 3 所示。 

顾客

要求

项目质量管理的持续改进

顾客

满意

管理职责

资源管理

 产品
 实现

测量、分析
和改进

产品

图释：           增值活动
                 信息流

输入 输出

 
图 3 经典的过程方法模式 

传统的质量管理偏向于对关键要素进行控制，由

于各个质量要素是孤立的，缺乏联系，因此，在实施

质量控制时缺乏连贯性，不能做到瞻前顾后，对于项

目整体质量的管理缺乏全局性的掌控；而采取针对过

程的质量控制方法，则在针对要素控制的基础上，将

分散的质量控制要素融入到过程中，并通过一系列活

动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连点成线、铺线成面的局面，

有效保证了质量管理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同时，在过

程方法中将管理活动构建成动态、闭环控制的模式，

让项目运转可控，并且有反馈、有改进，在动态循环

中不断提高质量。对于质量管理而言，管理更加高效、

控制更加精准，同时，对于质量问题的改进也更有针

对性和科学性。 

4. 过程方法理论研究现状 

经典的过程方法要求在产品（可交付物）的形成过

程中，将所有的活动划分为管理职责、资源管理、产

品实现、测量分析与改进等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活

动相互衔接、形成闭环，并在循环中不断改进。在循

环过程中，需注意到客户与项目组之间的信息流交换，

表现为项目组与客户的密切沟通，及时了解客户需求

并寻求反馈，不断纠偏改良，使得最终成果得以满足

客户要求。同时，在整个闭环的优化过程中，亦使得

项目组的质量管理能力不断改进提升。 

最新版 ISO9001:2015 对过程方法模式进行了进一

步优化，新版过程方法中更加强调领导作用，同时也

更加关注过程导向、基于风险的思维和顾客导向。 

过程方法已经在产品制造、建筑工程、航天项目等

领域有了广泛运用。同时，国内学者对过程方法的应

用范围、运用优点和使用时的注意事项都做了详尽的

分析和阐述： 

白世贞、陈锦、郭同生等学者对于过程方法的运用

价值做出了总结，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白世贞认为，

过程方法是企业科学管理方法的核心，具有普通的适

用意义[15]；陈锦认为，过程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对

系统中单个过程之间的联系以及过程的组合和相互

作用进行连续的控制[16]；郭同生认为，使用“过程方

法”有利于建立联系、增进沟通、提高效率、便于改进

等[17]。 

李惠芳等学者对于过程方法运用当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她认为，在使用过程方法时，

需要按照过程方法的要求系统地识别过程，并且明确

过程的顺序、接口、关系及相互作用[18]；范军旗提出，

在考虑应用过程方法时，必须要抓住影响过程的主要

因素、要注意以往类似过程的相关信息、要加强对特

殊过程的控制[19]。杨辉、金华彰等则认为，过程方法

在有效控制质量管理体系中应明确过程方法实施的

范围和要求、要实施过程控制的连续性、要体现过程

管理的系统性、抓好过程管理的程序化和定量化、要

注重体系运行的有效性、采用过程方法开展质量审核
[20-21]。 

当前，过程方法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还存在一些

问题，有学者对问题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思

路。针对“项目参与者对过程方法的理解不够、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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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基本概念模糊、受传统方法约束等，使得过程

方法实际应用效果不佳”的现状，学者张小海通过比

较分析过程与活动、过程与职能部门、过程与过程方

法、过程与过程系统、组织固有过程与过程思路等之

间的关系，提出了过程方法在应用时应关注的问题，

为过程方法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南[22]。 

5. 结语 

伴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质量管理理论历经

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愈发成熟，并且向着更先进的方向

不断改进，尤其是在现代项目管理领域，过程方法等

先进质量管理思想的融入，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质量和

完成效率，促进了项目管理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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