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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椚аManagement

Consideration on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Product R&D 
System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中国航发运营管理系统（AEOS），是关于各运营类业务流程建立、运行、控制和持续改进的一整套管理规范，

为各类业务流程提供从体系架构到流程设计以及方法论的支撑。AEOS包含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管

理和服务保障4个主要价值链，其中产品研发体系是AEOS的核心内容，决定了航空发动机技术及产品的竞

争力,而质量管理体系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产
品研发体系的建设，是以

愿和问题为导向，从试

点工作入手，以经验积累

为基础，广泛借鉴企业最佳实践，

自下而上拉动各级流程优化的过程。

然而，由于各部门的职能不同，相

关业务差别较大，受传统研制经验

的影响，产品研发体系与质量管理

体系之间“两张皮”现象日益突出，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成为

产品研发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本

文从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研发体系

的互通性入手，基于中国航发哈轴

产品研发体系建设工作，浅谈如何

将质理管理体系有机地融入产品研

发体系的建设之中。

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研发
体系的关系

定义和内涵

质量管理体系（QMS）是在质量

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管理体系，是

组织内部建立的、为实现质量目标所

必需的、系统的质量管理模式，是组

织的一项战略决策，涵盖了从确定顾

客需求、设计研制、生产、检验、销

售、交付等全过程的活动要求。

产品研发体系（AEOS-YF）是

针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研发过程的完

整解决方案，以研发流程为牵引，

以技术基础要素（方法工具、标准

规范和工程数据）和信息系统为支

撑，实现跨地域、跨组织、跨专业

的团队协作，优化项目管理，支撑

航空产品研发全过程。产品研发体

系是生产制造体系、供应链管理体

系、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并为它

们提供技术输入。

从两者的定义和内涵可以看出，

质量管理体系注重从质量方面来指导

组织建立其必需的、系统的质量管理

模式，更加注重质量与管理，其范围

涵盖了顾客需求、设计研制、生产、

检验、销售、交付等全过程 ；而产品

研发体系则是通过体系要素的建设，

来规范产品研发过程，更加注重研发

与技术，并融入管理要素，其范围涵

盖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全部活动。

构成及方法

质量管理体系采用过程方法，

这是一种国际质量管理界公认的、

并被实践证明富有成效的质量管理

的基础科学方法。所谓过程方法，

就是将相互关联的过程作为一个体

系加以理解和管理，并对各过程及

其相互作用进行系统的规定和有效

控制，以实现其预期结果和整体绩

效。因此，掌握过程方法，对于建立、

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

基础作用，对于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和效益至关重要，单一过程要素组

成如图 1 所示，主要包含输入源、输

图1  单一过程要素示意

输入源 输入

起点 终点

输出 输出接收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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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流程体系分层分类框架图

图3  流程的活动单元

入、活动、输出、输入接收方及控

制和检查点等 6 大基本要素。

产品研发体系是以技术流程为

主线，通过构建与完善流程体系，

将所有关联业务进行整合，来支撑

产品研发全过程。流程体系是反映

企业所有业务的框架模型。它通过

标准的流程语言，分层分类地展现

了企业所有业务信息。流程体系可

以分为顶层框架、业务域层、逻辑

关系层和活动层 4 个层次，流程体系

分层分类框架图如图 2 所示。

为了详细地说明每项技术活动

的内容，流程中的各项技术活动应

展开至最底层，按照背环境的要

求，流程活动单元包含：输入、输出、

控制项、使能项（如图 3 所示），通

过对流程中的各项活动进行详细说

明，最终达到能够切实指导开展实

际工作的程度。

两者的关系

将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单一过程

要素与产品研发体系中的活动单元进

行类比（见表1），可以发现两者仅

要素的名称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

由此向上延伸，质量管理体系中相互

联系的单一过程组成了过程集 ；产品

研发体系中若干个具有逻辑关系的活

动组成了逻辑关系层，若干个相互关

联的逻辑关系层单元又组成了业务域

层，故QMS中的过程集与AEOS-YF

中的业务域层、逻辑关系层相对应。

质量管理体系中所说的组织通常包含

了产品研发体系顶层框架中所规划的

战略、运营、管理与支持三大类内容，

表2是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研发体系

主线对比表。

产品研发体系建设思路
目前，中国航发哈轴产品研发体系

建设思路是结合各项业务活动来确

定相应的业务流程，通过梳理流程

活动单元，即输入、输出、控制项

和使能项，辅以先进的技术管理方

法及信息化手段，考虑质量管理体

系的相关要求，形成自主研发体系。

该方法是在充分借鉴产品研制经验

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固化业务流程，

其主线为产品研制全过程，但在建

设过程中需多次对照质量管理体系

条款，考虑质量管理体系的符合性

要求，符合性检查工作量大，容易

产生疏漏。在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

研发体系的关系分析中，质量管理

体系中的“单一过程”与产品研发

体系技术流程的“活动单元”本质

上相同，有鉴于此，可以将两者融

合考虑。

图 4 详细地描述了基于质量管

理体系进行流程体系建设的思路，

序号 QMS 中单一过程要素 AEOS-YF 中流程活动单元

1 输入源 活动（上一活动）

2 输入 输入

3 活动 活动名称

4 输出 输出

5 输入接收方 活动（下一活动）

6 控制和检查点 控制项、使能项

序号 QMS AEOS-YF

1 组织 顶层框架

2 过程集 业务域层

3 过程集 逻辑关系层

4 单一过程 活动层

表1  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研发体系组成要素对比 表2  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研发体系主线对比

L1 顶层框架 业务模块 1 业务模块 2 业务模块 3

L2 业务域层

L3 逻辑关系层

L4 活动层

业务域
2.1

业务域
2.2

业务域
2.3

业务单元
2.1.1

业务单元
2.1.2

业务单元
2.1.3

活动
2.1.2.1

活动
2.1.2.3

活动
2.1.2.2

活动
2.1.2.4

输入 活动

使能项

控制项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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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为例将其“流

程化”，由于此过程是由多个子过程

组成的过程集，也是产品研发体系

图4  产品研发体系建设思路

将质量管理体系中的过程、条款按

照业务逻辑关系使其“流程化”，将

业务主线流程的活动与“流程化”

后的质量管理体系活动相对应，如

图 4（a）所示，由于质量管理体系

主要是针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各个过

程提出的通用性要求，不能够用来

指导开展具体的业务工作。将二者

进行相互融合后，不仅涵盖了质量

管理体系的全部内容，同时又结合

业务实际工作，保证了流程的完整

性。但仅基于此，并不能高效地指

导研发活动，需要融入产品研制经

验，丰富产品研发体系内容，进行

优化完善，如图 4（b）所示，优化

的基本原则是在原流程的基础上“只

增不减”（紫色部分），目的是为了

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流程

活动的完整性，最终形成完全符合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能够高效指

导产品研发活动的产品研发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GJB9001C）已

经明示的 QMS 过程如表 3 所示。以

顾客导向过程 支持过程 管理过程

过程
编号

过程名称
过程
编号

过程名称
过程
编号

过程名称

C1 市场需求的确定 S1 基础设施 M1 风险和机遇的应对措施

C2 产品和服务开发 S2 过程环境 M2 质量目标及其实施的策划

C3 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控制 S3 监视和测量设备 M3 顾客满意

C4 产品防护 S4 知识 M4 数据分析与评价

C5 交付后的活动 S5 能力 M5 内部审核

S6 意识 M6 管理评审

S7 沟通 M7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S8 形成文件的信息 M8 改进

S9 运行策划过程

S10 外部供应产品和服务的控制

S11 标识和可追塑性

S12 顾客或外部供方的财产

S13 产品和服务放行

S14 不合格产品和服务

表3  质量管理体系过程

（a）融合前

“流程化”的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过程 1

业务活动 1 业务活动 1
QMS条款 1

业务活动 2
QMS条款 2

业务活动 4
QMS条款 3

业务活动……
QMS条款……

业务活动 3

业务活动 3

优化活动 2

优化活动 4

优化新增活动

优化活动 6

业务活动 6

业务活动 6

业务活动 2

业务活动 4

业务活动……

过程 2

过程 3

过程……

结束

结束 结束

开始

开始 开始

产品研发业务
主线流程

优化后的产品研发
体系流程

（b）融合优化后

过程 4 过程 5

优化活动 1

优化活动 3

优化活动 5

业务活动 5
QMS条款 4

等同

+ =

等同

等同

等同

等同

融合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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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重要业务域，主要涉及《质

量管理体系（GJB9001C）》中的第 8

章“运行”，具体又包括如下条款 ：

“8.1 运行的策划和控制”“8.2 产品

和服务的要求”“8.3 产品和服务的

设计和开发”“8.4 外部提供的过程、

产品和服务的控制”“8.5 生产和服

务提供”“8.6 产品和服务的放行”“8.7 

不合格输出的控制”。

以 8.1、8.2、8.3、8.5 为 主 要 业

务进行业务域设计，其余条款作为

支持业务融入其中，按图 5 所示命名

规则将此业务域分解成图 6 所示子业

务域。

将“L2-3: 设 计 和 开 发（8.3）”

继续进行分解成如图 7 所示业务单

元，质量管理体系中 8.3 条款规定的

其子条款如下 ：“8.3.1 总则”“8.3.2 

一是以质量体系中的主要过程

集进行业务域、业务单元的划分，

以具体的质量条款与产品研发体系

的业务活动进行对标。

二是 QMS 中的条款与产品研发

体系的活动存在无法对应的情况，

可以以文件要求或表单的形式贯彻

执行。

三是以流程最底层活动单元为

基准与 QMS 详细条款对标，其上一

级仅标识出该业务单元或业务域所

在的 QMS 大致条款即可。

四 是 QMS 中 某 些 条 款 可 能 贯

穿于整个研发体系建设过程中。例

如， 风 险 管 理 思 维 是 贯 穿 于 整 个

GJB9001 中，这也是在产品研发甚

至是企业管理中应考虑的因素之一。

同样，成文信息也是在整个产品研

制活动都会涉及的条款，对于此类

条款，要重点考虑，避免遗漏。

五是由于 QMS 中规定的业务范

围较宽泛，需结合业务经验将产品

研制的主要业务活动与之相互融合，

形成完整的产品研发技术流程主线。图5  设计和开发主要业务域

图6  设计和开发主要业务域 图7  设计和开发主要业务单元

设计和开发策划”“8.3.3 设计和开发

输入”“8.3.4 设计和开发控制”“8.3.5 

设计和开发输出”“8.3.6 设计和开发

更改”“8.3.7 新产品试制”“8.3.8 设

计和开发的试验控制”。

将图7所示的各业务单元继续分

解至业务活动，同时将产品研发活

动与之相互融合。QMS中8.3.3条款

内容为设计和开发的输入，仅规定

了产品设计之初如何全面考虑输入

要求，缺少如何开展产品设计，无

法指导开展产品设计工作，因此为

保证流程的完整性，在融合过程中，

要结合产品结构和功能的特点，保

留相应的流程活动，如图8所示，图

中L4-9 ～ L4-13等活动是结合轴承

设计规范、军工产品研制阶段定义

等进行的流程活动，融合后的流程

与QMS的符合性强，且流程无断点。

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研发
体系融合的原则
在质量管理体系与产品研发体系融

合建立过程中，须遵循以下原则。

L2-1

需求分析

（8.2）

QMS过程 /流程编号

过程 /业务域名称

QMS条款

L2-1

需求分析

（8.2）

L2-3

设计和开发

（8.3）

L2-2

项目策划

（8.1）

L2-4

产品交付

（8.5）

8.4 外部提供的过程

8.6 产品和服务的放行

8.7 不合格输出的控制

L3-1

设计和开发策划

（8.3.2）

L3-3

产品试制

（8.3.7）

L3-2

产品设计

（8.3.3）

L3-4

产品试验

（8.3.8）

8.3.4 设计和开发控制

8.3.5 设计和开发输出

8.3.6 设计和开发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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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业务分解示例

结束语
本文从质量管理体系中过程方法的应

用和产品研发体系流程体系的构建为

出发点，寻求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

结合产品研发体系建设经验，探索融

合搭建产品研发体系的新思路。提出

将质量管理体系主要过程“流程化”，

结合产品特点和业务经验，融合建立

产品研发体系。同时，以设计和开发

过程为例，简要叙述了如何开展流程

搭建，为后续开展产品研发体系建设

拓宽思路。                               

(马芳，中国航发哈轴，高级工

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轴承产品研

发工作)

C3
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8）

L2-1

需求分析

（8.2）

8.4 外部提供的过程

8.3.4 设计和开发控制

8.6 产品和服务的放行

8.3.5 设计和开发输出

8.7 不合格输出的控制

8.3.6 设计和开发更改

L2-3

设计和开发

（8.3）

L2-2

项目策划

（8.1）

L2-4

产品交付

（8.5）

业
务
域

子
业
务
域

业
务
单
元

未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未
通
过

未
通
过

业
务
活
动

L3-1

设计和开发策划

（8.3.2）

L3-3

产品试制

（8.3.7）

L3-2

产品设计

（8.3.3）

L3-4

产品试验

（8.3.8）

L4-1
成立项目团队

L4-9
XX型轴承方案设计

L4-23
试验工装准备

L4-24
试验安装调试与标定

L4-11
XX型轴承详细设计

L4-13
XX型轴承产品图样发放

L4-7
明确设计和开发输入要求

（8.3.3）

L4-2
编制设计和开发策划

（8.3.2 a-1、q、s-x）

L4-3
设计和开发过程风险识别

（8.3.2 m）

L4-4
编制技术状态管理计划

（8.3.2 o）

L4-5
编写“六性”大纲

（8.3.2 p）

L4-6
“三新”论证、试验、鉴

定和评价
（8.3.2 r）

L4-21
试验大纲编制
（8.3.8 a）

L4-17
产品试制准备状态检查

（8.3.8 a）
L4-25

试验前准备状态检查
（8.3.8 b）

L4-26
试验实施与监控
（8.3.8 c、d）

L4-28
编制试验报告

（8.3.8 f、g、h）

L4-14
总体工艺设计

L4-15
详细工艺设计

L4-18
产品试制

L4-8
输入评审
（8.3.3）

L4-22
试验大纲评审
（8.3.8 a）

L4-27
试验故障

（8.3.8 e）

L4-16
工艺评审

（8.3.3 b）

L4-19
首件鉴定

（8.3.3 c）

L4-20
产品质量评审
（8.3.3 d）

L4-10
方案设计评审

L4-12
详细设计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