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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标管理法作为一种促进质量提升的科学方法，虽为西方国家企业所首创，但追根溯

源到中国古代，早就拥有丰富的对标思想和实践，并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成为不

断追求上进的重要鞭策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标管理法更是成为政府和行业协会推动经

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走出去、引进来”的对标学习要求，大大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和产品质量提升。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对标管理法进一步得到重视，新一轮对标行动正

在企业蓬勃开展。本文就对标管理法在中国应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古代对标思想对中

国人的影响，介绍了推广应用历程、对标管理团体标准及项目实施“七步法”。可以说这是一

种具有华人基因、融入华人血液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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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内普遍推广应用的各种质量管理方法，大多数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然而有一种

方法，虽然也是西方国家企业首创而广为世人所知所用，但其思想早在中国古代就业已形

成，并通过丰富的名言、警句、典故和案例形成对标思想，时时鞭策中国人不能满足于现

状，要在各方面努力追求上进。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思维均深受其影响，并自觉或不自觉

地表现在思考、工作和生活中，甚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

它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是对标管理法，又叫标杆管理法、水平对比法，中国人

通常将其简称为对标，它在各方面都能得到中国人融会贯通的应用，并取得突出效果。 

一、中国古代拥有丰富的对标思想和实践 

对标管理法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由美国施乐公司所首创，提出了五

个阶段十个步骤的结构化做法，用以应对复印机这一核心业务受到日本对手全面竞争的严峻挑

战，最终在市场和管理上取得明显成效，此后这种方法被其他企业纷纷效仿。但就对标思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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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并拥有了丰富的对标实践，产生了许多知名典故和案例。 

《论语》中就有关于对标学习的教导。《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

省也”，意思是见到有才德的人就要想着向他看齐，看见没有德行的人，自己就要反省是

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教导人们只要虚心求教，到处都有值得学习、效法的对象。 

《孙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告诫人们要重视与对手对标，只有了解

自己，研究对手，才能在竞争中取胜。这个思想对当今企业开展战略管理也很有价值。 

晋朝文学家、哲学家傅玄在《太子少傅箴》中指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

响清，形正则影直”，比喻接近好人会让自己也变好，接近坏人会让自己也变坏，并强调

环境也要有“标”，因为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孟母三迁”的典故，就体现了这

种思想。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零·列传第二十二魏征》：“以铜为鉴，可以正

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

逝，一鉴亡矣。”这是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指出人在各方面都需要一面好“镜子”，需要

不断对标并加以改进。 

中国在清代末期日渐衰弱，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明确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敌侵略的高度

来认识，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一思想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

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践意义上，它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

辛亥革命等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除了丰富的对标思想，古代还有许多对标成功的典故、案例，以“胡服骑射”尤为典

型。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这是指战

国时赵武灵王要求向胡人学习，使汉人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

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人教导读书人要效法圣贤，中国家长则以“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标杆，以此要求自己

的孩子去对标借鉴，并乐此不疲。 

对标失败的成语典故或案例也不少，如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时时在警醒中国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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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模仿别人，否则不仅学不到真本事，反而会把原来的本事也丢了，这一点对当今企业

开展对标工作也有警示意义。 

明代后期“海禁”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人失去了与国外对标交流的机会，

没能及时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发展生产力，导致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差距

拉大，逐步走进落后挨打的不堪历史。 

前面提到，现代质量管理方法虽然大多源自西方国家，但中国丰富的文化思想显然为其产

生提供了给养。QC小组之父石川馨就曾说过：日本的 QC小组实际上借鉴了中国的“鞍钢宪法”。

至于对标管理法的产生，有无受到中国对标思想的启迪，这无从考证，但中国无处不在的对标

思想，为我们此后造就了对标的土壤，让我们在工作、生活上更容易接受并开展对标活动，并

使之成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不断追求上进的重要法宝。 

二、对标活动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我国对标思想虽然丰富，但在经济和工商业层面从古代到近代的对标学习并不太突出，这

可能与中国长期重农轻商不无关系。官办工商业具有垄断性质，缺乏对标的动力，而民间工商

业间虽然有对标的需求，但传统手工艺人主要依靠子承父业、传子不传女、师傅带徒弟等形式

传承技艺，外人难以窥探机密，所以对标活动并不易开展，但民间也不凡偷师学艺、同行模仿

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对标手段广受重视，并成为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推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抓手，“比学赶帮超”在不同年代经常掀起一个个热潮。在号召开展对标、树立各行业标

杆、推动经验交流等方面，政府和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特色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一穷二白”，西方国家又对我国经济进行全面封锁，对标学习西

方管理和技术的道路被堵死。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经过十多年对标学习，

成功吸收了前苏联许多工业制造技术和质量管理技术，奠定了工业框架和雏形。 

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与西方关系也未解冻，我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在国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对标。如，1960 年，毛泽东在为中央所写的批示中把鞍钢的

经验称为“鞍钢宪法”，要求一切大中企业、大中城市学习这一经验。鞍钢经验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成为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指导原则。1964 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号召当时

的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 

八、九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主动向西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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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企业对标学习，开放带来的成效立竿见影，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加强，

中国产品开始走向世界。1991 年，国务院向全国推广了武钢集团坚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

的经验，全国企业开始学习武钢。90 年代初开始，中国企业广泛导入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标准，开展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这个时期，企业也自主开展各种

形式的对标行动，如，1998 年华为对标 IBM，引入 IPD研发模式等。 

进入 21 世纪，中国加入 WTO，企业面临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环境，国家有关部门更

加重视对标工作，引导企业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推进中国企业产品走向中高端。 

新中国经过 70多年的发展，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工业制造领域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

工业增加值增长超 970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用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

所走工业化历程。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

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个成绩，离不开各个时期对标管理的推

动。 

从对标形式上看，国内企业采用了各种类型的对标，主要包括产品对标、过程对标、管

理体系对标和战略对标等。其中，产品对标最受青睐，企业经常与竞品进行研究对比，学习

借鉴对方长处，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仅靠模仿他人

产品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面临知识产权问题，只有注重产品和技术创新，才能赶超对手和

标杆。 

随着企业日益重视系统化管理，过程对标和管理体系对标也逐渐受到企业的关注。通过

借鉴竞争对手、同行标杆甚至行业外标杆，学习他人相近过程的管理经验，学习优秀企业的

管理体系模式，通过不断改善和优化，提高过程有效性和效率，提升整体质量和效益。优秀

企业还重视战略对标，研究他人的发展战略，以帮助自身制定组织战略，实现组织的快速发

展和成功。 

过去的 70 多年，对标活动从思想到行动，从形式到内容，都得到了中国企业的广泛而深

入地应用，取得了突出成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新时代对标行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倡导企业开展“对标”“对表”工作。

2017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明确要求“开展

对标达标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对标管理法面临新的目标和要求，我国企业新一轮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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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并体现出“政府分类引导，协会积极推动，企业自主实施”的特点。 

（一）国务院国资委推动国有企业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 

国资委向来重视国有企业的对标工作，2002 年时任主任李荣融首次提出央企对标的概

念，并在 2008 年《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首次纳入“行业对标”要求，以

推进持续改进。 

在 2013年发布的《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标指引》

中，国资委全面部署央企对标工作，文件对对标的概念、原则、评价体系、类型及主要特

征、基本流程、保障体系等内容作了要求，标志着央企对标工作从自主实施走向规范引导，

由零星实践走向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2020年国资委进一步下发《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将开展对标

的范围从央企扩大到国有重点企业，明确到 2022 年“企业总体管理能力明显增强，部分国有

重点企业管理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对标目标，提出 8大方面 34 个重点领域的对标主

要任务，并要求企业要综合分析世界一流企业的优秀实践，深入查找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

全面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 

在中央企业集团和地方国资委的组织下，2021 年 7月对标取得阶段性成果，国资委初步

树立 200家标杆企业、100 个标杆项目和 10个标杆模式。 

（二）工信部树立工业企业质量标杆。 

2012年，工信部委托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开展全国质量标标遴选和交流活动，主要侧重工

业企业的质量管理和质量创新的经验。 

工信部在 2019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中，指出

“支持行业和企业参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这种政府主导、行业引导

的对标活动，充分营造了广大企业对标学习的良好氛围。至 2021年，共遴选 413项全国性质

量标杆经验，各省和行业每年也各自评选出了几百项各级标杆经验。工信部和中国质协还搭

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对标学习交流平台，发布标杆企业的经验供广大企业免费学习，每

年有十几万家企业参与各种形式的对标交流活动，大大促进工业企业质量提升。 

（三）中国质协发布对标团体标准并提出对标“七步法”。 

鉴于企业采用的对标流程和类型五花八门，效果良莠不齐，为了让多企业有效应用对标

管理法，中国质协于 2019 年由本文第一作者牵头，起草发布《对标管理指南》团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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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Q10205-2021），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标准形式发布的对标指南，将有助于各类组织有序

有效推进对标工作。 

该标准提出领导作用、战略导向、基于事实、注重实效、持续改进等基本理念，以

及包括驱动要素、系统推进和项目实施等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驱动要素”为推进工作

提供基础保障，“系统推进”为全面推进确立机制，“项目实施”为单个对标项目的实施

明确方法。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基于“基本理念”推动对标活动，以实现

“对标目标”，进而支撑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见图1 对标管理框架图）。 

 

 

针对每个对标项目的流程步骤，该标准提出了对标“七步法”（见图2）。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企业可对流程步骤进行适当调整或补充，以形成适合自身实际需要的对标流

程。 

 

图 2 对标管理项目实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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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古代几千年，丰富的对标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过去的 70多年，广泛的

对标行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几十年，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制造强国、质量

强国，前途是光明的，任务是艰巨的，必然需要继续借力对标管理法这一有效的法宝。只要

中国人保持永不满足现状、持续追求卓越的对标精神，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