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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主题：G 其他品质管理及优质服务议题 

摘要：质量专业人员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在分析我国关于质量人才政策文件和美国质

量人员考试制度基础上，介绍了我国高校质量相关专业设置情况、质量相关教材及经典质量著作翻译出版

情况、主流质量教育培训机构课程规划和设置情况以及我国质量专业人员专项能力提升服务工作的发展情

况，剖析了目前我国质量专业人员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给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质量专业；人员培育；质量教育培训；专项能力提升 

 

引言 

质量对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工作的部署、开展和推

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曾帮助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问题愈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发展

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改善质量供给、提升质量水平无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

转变的重要抓手，亦是突破“产品档次低、质量差、可靠性低”的关键举措。从落地与实施角度，质量的提

升离不开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支撑，理论功底扎实且实践经验丰富的质量专业人员是建设“质量强

国”的基础，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应予以高度重视。 

为更好了解我国质量专业人员的培育现状，本文将重点围绕质量专业人员的政策制度设计、专业设置、

教材著作出版、社会在职培训和能力提升服务等维度展开研究，分析培育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探讨适

宜的行动建议。 

1  质量专业人员相关政策和制度 

1.1 我国质量专业人员相关政策演变历程 

质量工作在企业是一个重要的岗位，需要管理和技术的专门人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15 年版)》中收录的技能类职业（工种），质量直接相关的职业有“2022903-质量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2022904-质量认证认可工程技术人员”和“2022905-可靠性工程技术人员”三类。而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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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内容比较薄弱，企业在岗的质量专业人员知识技能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为加强质量专业队伍建

设，提高我国质量专业人员业务素质，2000年 12月，原国家人事部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颁布了《质

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根据暂行规定的

要求，我国从 2001年 1月 1 日起对质量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设置初级、中级

和高级三种质量工程师资格，受到质量从业人员的广泛认可。 

质量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发展到 2014年，职业资格过多过滥问题变得突出，违规考试、鉴定、培训、

发证等活动层出不穷，极大增加了人才负担。为推进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部署，进一

步加强职业资格设置实施的监管和服务，降低就业创业门槛，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开始不断“瘦身”。2014年

8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 号），

取消对质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职业资格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是取消职业，不是取消职业标准，更不是取消

技能人才的评价，而是由职业资格评价改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专业人员的优质培育依旧是当前及今

后工作的重中之重。2020 年 3 月，工信部发文《关于做好 2020 年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工作的通知》（工信厅

科函[2020]59 号）部署 2020 年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工作，重点工作中要求“加强质量品牌人才培养”，鼓励

专业机构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系统推进制造业质量人才培养，拓展首席质量官、首席品牌官、质量可靠性工

程师、品牌经理等专业人员能力。 

1.2 美国质量专业人员考试制度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质量专业资格认可制度的国家，美国质量学会（ASQ）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建

立了一种注册质量工程师（Certified Quality Engineer, CQE）的考试注册制度，要求在市场调研、开发

设计、采购、生产制造、质量检验、销售服务等领域专门从事质量专业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规定的科学技术

知识和相应的技能，只有通过统计、工程、管理方面的知识的统一考试，符合条件的才允许上岗。这一准入

制度对提高美国质量总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 70年代以后，美国质量学会又陆

续开发了质量技术员、可靠性工程师、质量检验员、质量审核员、软件质量工程师、质量经理/卓越组织等

科目的考试注册制度。现已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得到有效推广，影响力较大。注册人数也由 1968年首届注

册通过的 226人，发展到当前 18门类科目累积近 500000人的规模，其中许多人获得多项注册资格。同时，

据美国质量学会官方资料显示，持证人员社会地位较持证前有着显著的提升，薪金水平较无证人员高出 28%。 

2 我国高校质量相关专业开设概况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703类专业中与质量相关的专业名称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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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航空航天类 082006T-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和“工业工程类 120703T-质量管理工程”2 项。其中，飞

行器质量与可靠性专业旨在重点培养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工程系统的质量与可靠性问题，能

胜任质量与可靠性方面的工程设计、技术研究、管理工作的高层次、综合性、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质

量管理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质量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政府质监单

位、企业质量管理部门进行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的控制、检测、管理、监督和认证等，以确保产

品质量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两类专业的开设院校、主修课程和年度毕业生规模见下表 1。 

表 1 两类专业的开设院校、主修课程和年度毕业生规模 

专业名称 开设院校 主修课程（前五门） 年度毕业生规模 

飞行器质量与

可靠性 

（5 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机电类专业基础课

程》、《飞行器设计系

统工程》、《系统可靠

性设计与分析》、《飞

行器维修性设计与验

证》、《可靠性试验技

术》 

100-150 人 

质量管理工程 （20所）中国计量大学、昆明

理工大学、南京财经大学、西

华大学、河北大学、北京物资

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哈尔滨商业大学、铜陵学

院、宜宾学院、安徽科技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中国计量大学

现代科技学院、青岛工学院、

安徽工程大学、聊城大学、北

京信息科技大学、南宁学院、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西南财

经大学天府学院 

《质量管理学》、《质

量工程学》、《质量统

计学》、《质量经济

学》、《计量与标准化

基础》 

450-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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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质量相关教材著作出版概况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文献库数据，精确检索面向企业及产品 “质量”相关专著，发现关键词为“质

量管理”的专著数量最多共计 4606册，分类涉及企业生产管理、工业企业组织与管理、技术管理等，代表

作者有中国质量协会、国家质检总局、张公绪、洪生伟等。“可靠性”作为“质量”在时间特性上的延伸，

专著数量达 1466册，覆盖了可靠性工程、系统可靠性、可靠性理论、机械设计和结构可靠性等内容，代表

作者有陆俭国、中国兵器工业质量与可靠性研究中心、姬广振、金星、疏松桂等。质量相关教材著作出版统

计参见下表 2。 

表 2 质量相关教材著作出版统计 

关键词 册数 涉及分类 代表作者 

质量管理 4606 
企业生产管理、工业企业组织与管理、技术管理、

农业部门经济、世界各国企业经济 

中国质量协会、国家

质检总局、张公绪、

洪生伟等 

企业管理 964 
企业生产管理、工业企业组织与管理、企业经济

理论和方法、企业供销管理、世界各国企业经济 

中国质量协会、杨文

士、杨钢、克罗斯比、

李景元等 

质量管理

体系 
834 

企业生产管理、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工业部门

经济、教学理论、教学法、食品标准与检验 

杨永华、洪生伟、李

亨、李在卿等 

产品质量 556 
企业生产管理、世界各国企业经济、工业企业组

织与管理、中药材、机械、仪表工业等 

国家质检总局、张

弛、张玉柱等 

可靠性 1466 
系统工程、概率论、数理统计的应用、机械设

计: 、结构力学、应用统计数学-统计数学 

陆俭国、中国兵器工

业质量与可靠性研

究中心、姬广振、金

星、疏松桂 

4 社会在职质量教育培训概况 

质量管理大师朱兰博士曾说：质量，始于教育，终于教育。社会在职质量教育是高校质量专业人才培育

的有效补充，对提升质量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技能和综合素养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以美国质量学会(北亚区)

和中国质量协会为例，重点展开国内社会机构关于在职质量教育培训项目的主要架构和内容。 

美国质量学会(北亚区) 服务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主要针对产品质量、流程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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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质量、环境质量及人员质量等提供培训或认证业务，运营上更侧重于“培训”服务于“人员认证”的业务

模式。据官网资料显示，该机构 2020 年度公开课培训项目中涉及质量人员认证的培训课程占比 71.4%，培

训场次占比 84.8%，培训时长占比 88.1%。其中，注册黑带大师培训项目平均成本最高为 11100 元/天/人，

注册质量工程师培训项目场次安排最多、培训周期最长但平均成本最低为 1967元/天/人。 

中国质量协会是国内最权威、国际有重大影响力的质量组织。该机构的质量教育培训以帮助企业提升质

量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为宗旨，提供涵盖 QC小组系列、质量管理体系系列、卓越绩效系列、六西格玛系列、

质量工具方法系列、现场管理与服务系列、文化品牌系列、专项推进与创新管理系列及国际研修系列等 9大

类别的培训项目。与美国质量学会(北亚区)不同的是，中国质量协会的教育培训以先进的质量管理和质量

技术方法为基础，强调“本土化”的因地制宜，不局限于产品、流程等具体对象，内容架构上更关注通用质

量理念和方法的传播和培育，符合我国质量发展特点和教育环境，对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质量专业人员能

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相关资料统计，该机构 2020年度公开课培训项目针对以上所列 9大类别，开发课程

124 门，线下培训场次 241场，累积培训时长达 864天。其中，管理体系系列、六西格玛系列和卓越绩效系

列的课程培训时长位居前三；专项推进与创新管理系列因开设有质量智能诊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课程

平均成本最高，QC 小组系列课程平均成本最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向卓越绩效模式企业自评师、现场

管理自评师、可靠性工程师等质量专业人员的培训课程数占比 19.4%，远低于美国质量学会(北亚区) 的占

比。 

5 我国质量专业人员专项能力提升服务概况 

中国质量协会是国内现行面向质量专业人员提供专项能力提升服务的专业组织。自 2004年起陆续开发

了各类质量专业人员知识大纲并组织出版了系列教材，包括可靠性工程师手册、六西格玛管理、六西格玛绿

带手册、六西格玛黄带手册等，帮助并指导了大量质量从业人员的工作实践，系列教材被称作质量工作的工

具包。 

能力提升服务层面上，重点关注流程工作的质量提升，基于组织六西格玛管理自上而下推行的原则，瞄

准不同层次人员能力提升的需求，提供六西格玛黑带、六西格玛绿带和六西格玛黄带人员的“金字塔”式专

项能力提升服务。截止 2019 年，全国累计质量专业人员能力提升服务人次约 7.6 万。其中，2015 年-2019

年质量专业人员能力提升服务人次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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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年-2019 年质量专业人员能力提升服务人次 

图 1中，近五年人员能力提升服务人次逐年攀高，平均增长速度达 26.1%，服务领域覆盖航空航天、烟

草、家电、钢铁、银行、医药、电信电子、装备制造等行业企业。 

特别地，针对职业分类大典目录中的“可靠性工程技术人员”，开设有可靠性工程师的能力提升专项。

截止 2019 年，全国累计可靠性专项提升服务 4554 人次。其中，2015 年-2019 年我国可靠性工程师的专项

能力提升服务人次如图 2所示。 

 

图 2 2015年-2019 年我国可靠性工程师的参评人数 

从图 2中发展趋势上看，可靠性工程师专项能力提升服务人次基本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以 22.4%的速

度增长。从参评地域来看，广东、江苏和安徽等地累计参评人数占比较高，大型家电企业如格力、美的等对

民品可靠性工程师赋能力度较大。相较而言，北京、上海等高新技术企业及军工研究院所需求一般。 

6 我国质量专业人员培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建议 

6.1 突出问题 

6.1.1 高校质量专业人才培养能力不足 

高校是培养质量从业人员的第一基地，担负着向企业质量专业岗位提供人才的使命。据教育部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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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院校 1245 所，普通本科招生 422.16 万人。相

较而言，开设质量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仅 25 所，培养毕业生规模约 600 人/年。粗略统计当前某主流求职

网站“质量”相关岗位人员的需求为 10000+职位，凸显出高校质量专业人才培养和输送能力的薄弱。 

6.1.2 质量相关精品教材匮乏 

统计当前已出版的质量相关教材，数量超 8000余册，主题内容虽丰富多样，但教材质量本身与精品教

材“先进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等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入选国家级规划的教材比例甚微。检索并统

计近年来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书目，累积数量为 992册，质量相关精品教材 11册，占比仅

为 1.1%。进一步提高质量相关教材质量，打造精品教材任重道远。 

6.1.3 在线质量教育培训力度不足 

线下质量教育培训机构繁多，运行机制和模式相对稳定且成熟。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猛，

催生并孵化了众多在线教育培训的平台，但质量相关教育培训的模块面临上线内容少，课程水平参差不齐

等突出问题，用户影响力不足。以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为例，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本科

教育课程 690门，质量相关课程仅有 3门，在线质量教育培训资源有限。 

6.1.4 质量专业人员评价机制不健全 

开展质量专业人员评价，对提升个人技术能力和质量素养，进而强化我国质量人才队伍建设、推进质量

强国战略有重要意义。本世纪初虽建立了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为各行各业培养 14余万人的初、

中级质量工程师，一定程度规范了质量从业人员的发展路径，但随着职业资格制度和政策不的断改革和深

化，质量专业人员评价面临重大调整和转型。2014 年取消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至今，尚未出台

明确的质量专业人员评价标准等，存在评价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6.2  主要建议 

6.2.1 加强质量教育政策和质量人员政策的有效供给 

目前制约我国质量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两大阻力是高校质量人才输出能力较低且质量人员评价机制不

清晰。一方面，现有人才输出量远不能满足市场对质量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模糊的评价机制使得质量人

员处于被动的社会地位，市场优势不能显现。建议以政策为导向，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逐步扩大质量专业

人员的培养比率和社会影响力。 

6.2.2 提高企业领导的质量认同意识 

企业领导的支持和认同是质量推进的基本法。高层领导应学习并正确认识质量管理和质量文化，不断提

高质量认同意识，给与质量工作和质量专业人员足够的重视，进而组织建立各人员层次的培训体系，给与质



 

第六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 
The 6th World Summit for Chinese Quality 

Paper Code: 

CAQ 18 

 

量专业人员充分的职业发展支持和鼓励。 

6.2.3 规范线下教育培训质量，拓展线上教育培训新势能 

线下培训的质量理论与技术具有管理、工程、统计等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特点，理论和实践要求紧

密，应从实用角度不断规范线下教育培训质量。同时，借力在线教育平台优势，不断打磨精品线上课程，激

发线上培训新势能。线下和线上教育培训服务同步发力，全方位便捷赋能质量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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