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国际产业 竞争

的核心关键所在。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且与发 达国家存

在一定差距，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水平对推动我国 制造业转型升

级、强化制造业竞争内核、促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在分析制造业质量 发展

特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发展的 态势以及

面临的突出问题；结合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国际 经验，形成了制

造业产品质量提升的若干发展建议。文章指 出，要明确产品质量发

展的战略定位，加强国家质量政策连 贯性；聚焦未来产业发展需

求，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率先行 动计划；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加

快推进质量管理理论、技 术和工具创新；融合发展产业质量基础设

施，筑牢制造业产 品质量提升基础；推动质量生态环境再造，增强

企业提高产 品质量的意愿；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实施制造业产品质

量提 高基础工程。 

一、前言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国际产业竞争的核



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有所恶化，中国制造业发 展面临

着国内产业加速向国际转移、产业链关键产品断供、 核心技术〃卡

脖子〃等诸多困难。实践表明，在全球制造业竞 争格局演变与重塑

过程中，质量发挥着关键作用。提高实物 产品质量，不仅有助于增

强国内外消费者的质量认同以扩大 市场占有率，还可激发新的消

费需求而引领形成新的产业。 改进行业质量管理，将增强自主创新

产业化能力，加快实现 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发展目标，还可增加

产业集群的粘性, 延缓或阻滞产业向国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争

取时间。因 此，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出现重大调整、我国经济发

展进 入新常态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关键时期，制造业质量提升的 

要求更显迫切。 

提升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水平的前提在于辨识产品质 量水平

提升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看 待产品质量

提升，具体表现在收入水平、企业生产率、生产 要素禀赋等因素。

从宏观视角来看，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更 为偏好高质量产品，而高

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能够倒逼高收 入国家扩大相应产品生产，从

而形成良性循环。在生产要素 禀赋方面，技术禀赋比劳动力禀赋在

产品质量提升方面更具 优势，同时生产技术中的资本密度也会影

响产品单位价值。 进口竞争因素也是影响产品质量水平的重要方

面，尤其是两 国产品质量水平相当的时期，关税减免引起的竞争加

剧将促



从微观视角来看，企业生产效率的高 低以及

工人技术水平的优劣是影响企业产品质量的关键。此 外，关税减

免、汇率变动、政府补贴、企业生产率、所有制 形式、资本密集度、

中间品进口占比也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 要因素。改革开放 多年

来，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持续提 升，产品种类极大丰富，质量安全

显著改善，〃中国制造〃行 销全球。也要注意到，产品质量在满足

消费升级需求、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

况，继续提升 制造业产品质量水平依然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提高制造业产品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进质 量战

略、质量技术、质量管理、产业质量基础设施、质量生 态。在全球

制造业质量竞争中，各国都在着力解决影响产品 质量发展的动力

和能力问题。从国家层面推进制造业产品质 量发展，需要解决质量

发展的战略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 题，也要完善支撑质量发展的

产业质量基础设施和质量生 态。本文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出发

点，在分析制造业质量 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剖析我国制造业产品质

量发展的态势以 及面临的突出问题，结合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的

国际经验， 形成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发展建议。 

二、制造业质量发展特征 

(-)再工业化和逆全球化进程加剧全球制造业质量竞 



 化战

略以及逆全球化浪潮，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新兴市场国

家崛起、发达国家制造业优惠政策、进出口贸易 管制、创新技术应

用等多种要素，推动了创新价值链、劳动 密集型产品价值链、区域

生产价值链、资源密集型产品价值 链在不同经济体的重新布局。随

着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 的深入推进，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全球产

能过剩、制造质量趋 同、产品创新加速的新常态，也出现了产业链

中关键产品、 核心技术〃武器化〃，全球价值链不得不本地化、封

闭化的新 问题。应对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势，质量依然是各国制造业

发 展和竞争的焦点因素，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制造业质量的 竞

争是多样化创新产品的竞争，也是产品全寿命周期高安全 性、高可

靠性、可维修性以及综合使用效率的竞争。产品、 产业附加值的高

低事关制造业质量发展的后劲和动力，也深 刻影响着全社会的财

富增长和福利分配。持续深化的再工业 化政策、日趋严峻的逆全球

化浪潮，凸显了产业标准制定和 产业链治理权在制造业质量发展

中的关键作用。 

（二）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引发质量管理范式、要点、 技术

的重大调整 

在技术层面，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了制造业的 生产

方式，重塑了质量管理模式。制造流程从分离走向融合, 投入要素

的重要性发生变化；数字化生产引领制造业发展潮



 值来

源。生产方式与竞争内核的变化，驱动质量管理范式向 数字化、智

能化，体系化、系统化、精益化、零缺陷转型， 引起制造业质量管

理重点出现根本性调整。在产品质量特性 方面，质量管理从关注产

品质量到关注产品与服务质量并  重；在生产方式方面，质量管理从

关注规模化生产质量到关 注规模化生产与个性化定制质量并重；

在生产流程方面，质 量管理从关注制造质量到关注制造质量与设

计质量并重；在 投入要素方面，从关注传统投入要素质量到关注传

统投入要 素质量与数字投入要素质量并重。顺应质量管理数字化、

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着力创新质量管理 的

技术和方法，推动数字化质量管理技术、零缺陷质量管理 技术、现

代供应链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产业质量基础设施的 创新和应用。 

（三）全球竞争和产业变革需要重塑质量生态体系 

制造业质量发展内涵和质量管理技术的深刻变化，要求 重塑

制造业质量发展的生态，适应未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需求。在质

量法治方面，兼顾产品创新提速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关系，在为技

术创新发展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的同时， 防止新技术、新产品的潜

在安全风险对消费者和可持续发展 的伤害。在质量政策方面，应对

扩大对外开放要求，全面参 与全球公认的贸易规则制定和实施；应

对逆全球化风险，按



支持创新领域、安全领 域质量

发展，提高产业链治理话语权。在质量文化方面，从 关注产品质量

特性向关注质量文化的作用转变，营造关心消 费者权益、考虑利益

相关者诉求、创造客户价值的现代质量 文化。 

三、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发展态势研判 

（―）质量结构、质量效益与质量品牌 

从质量结构看，我国制造业聚集在低端领域和部分中端 市场，

在低端产品过剩的同时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依赖进 口。 年，

中国质量敏感型产业占比为 26.93%,而美国 为 34.30%、德国为

42.40%、日本为 40.38%、瑞士为 50.93%,可见中国质量结构相比

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虽然我 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的进

步，但出口相对质量 （而非绝对质量）有所下降。在我国出口的产

品中，资本品 和零部件的占比在上升，但相对质量处于较低水平

（仅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 38%~52%）,从而拉低了整体质量水平。从

质 量效益看，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和质量竞争力，很难 获

得产品质量溢价，因而在生产要素利用效力、劳动生产率、 出口单

位价值等方面都有所滞后。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 率比美国、日

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低 10%以上，并且这一 差距没有明显缩小趋

势；我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 美国、日本、德国、韩国 20

世纪 40 年代、70 年代、50 年



年代的水平。在出口单位价值方面，2019 年我国出 口单位

价值仅为 13.44,而美国为 26.68、德国为 53.52、日 本为 34.16o 从

质量品牌看，一 k方面自有品牌建设面临低端 锁定。就中国出口供

应商自有品牌发展主题进行的海外买家 社群调查显示，选择拥有

自主品牌的企业占比一直在提高。 中国供应商自有品牌大多建立

在〃价廉物美〃的基础上，高端 品牌和高端产品比较欠缺，导致相

应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低下。另一方面，品牌升级在国际市场遇

阻，如《2020 年 外贸企业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企业逐

步从供应链 的低端走向中高端，这一发展趋势引起了欧洲、美国、

日本 等市场竞争者的关注，使得国际市场阻力越来越大。 

（二）产业链关键核心产品可靠性 

产业链关键核心产品〃造得出、造不好〃的问题突出，进 而

导致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关键 核心产品

依赖进口，面临断供的潜在风险（见表 1） o 2018 中国机器人质

量年度报告》认为，国产机器人在功能安全、 电气关键零部件、信

息安全、软件质量、操作系统等方面存 在不少产品质量问题。西部

地区建设的多个大型光伏电站、 大量民用光伏系统陆续发现了严

重的产品质量问题，部分系 统中超过半数的组件产品发电效率明

显衰减。  



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对比 

领域 国内现状 国际先进水平 

教授机床 整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在 左右 5000 h 

高压柱塞泵 产品寿命为进口的 1/2,悯无故障运行时间低于
200Oh 

800OKh  

农业机械 
挖掘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为为 500 h,装载机约为

300 h, 叉车约为 27Oh IOO(b3OOOh  

高端铝合金焊丝 
铝俘纥产品氢含量为 0.∣5mUI00gAI,晶粒度一

般为 2~3 级 StSMlmLIOOgAI, 品械为 10 级 

在传感器领域，传感器阵列的功能稳定性、一致性不佳, 多维

力传感器产品的静态精度误差为 1%~2%、动态耦合误差 为

5%~10%,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电力部门采用的进口传感 器产品多

年不需检修，而国内产品每季度需检修 1 次。高 端传感器核心制

造装备主要依靠进口，而自主研发的传感器 产品，主要性能指标较

进口产品相差 1~2 个数量级，使用 寿命则相差 2-3 个数量级。轻

质材料铝合金在交通车辆、 国防装备等领域大量应用，但属于关键

焊接材料的高端铝合 金焊丝依赖进口。国产铝合金焊丝产品氢含

量为 0.15 mL∕100g Al,而国际领先水平仅为 0.1 mL∕IOOgAI；国产焊 

丝晶粒度一般为 2~3 级，而进口焊丝的晶粒度达到 10 级。 

（三）产品安全性与消费者质量认可度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实物 质量

方面存在差距，导致消费者对中国制造质量缺乏信心与 认同。在安

全标准方面，部分领域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中有



监管、环保的要求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以牛奶标 准为例

（见表 ）,美国规定生乳体细胞数（SCC）必须小 于 7.5x105 个

∕mL,欧盟自 1992 年起规定生乳 SSC必须小 于 4×105 个/mL；我

国 2010 年开始实施的生乳国家标准 未列入 SCC限值要求，2020

年公布的生乳国家标准（征求 意见稿）将合格级 SCC限量确定为

l×106 个/mL,依然落 后于欧美标准。在实物质量方面，轻工产品、

电子电器、日 用及纺织品等领域依然存在产品质量问题。2018 年

的产品 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显示（见图 1） , 12 种日用及纺织 

品、13 种电子电器产品、4 种轻工产品的不合格发现率均 超过 5%,

其中创新产品的质量不合格问题较为突出。 

表 2 生乳微生物和体细胞限量标准对比 

指标 欧盟 美国 年生鲜乳收购标准 
2010 年生乳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2020 年生乳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征求意见稿） 

菌落总数/ 

（万
CFWmL ） 

 ≤50 

I 级 W50 ∏ 级 

WK)O ΠI⅛≤200 IV 级 

W400 ≤200 优级≤10 良级 W50 合格级

WlOo 

体细物 

（万个/mL） 
≤40 ≤75 无 无 

优级 W40 良级 W75 合格级

4100 

注：CFU为细菌菌落总数。  



—日用及纺级品； —轻工产品； ―机械及安防产品； 

— 电子电器； —电工及材料； —建筑装饰及装修材料; 

―农业生产资料； —食品相关产品 

图 八大类产品不合格发现率（2014—2018 年） 

在消费者评价方面，2020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 投诉

6.93×106 件，投诉问题中质量问题有 1.39×106 件（占 比约为

20.09%）,质量问题同比增长 202.7% （数据来源于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对产品质量 的认知成为影响中国

品牌总体认知的负面因素。在国家制造 业指数方面，中国制造位居

第 49 名，高质量、高安全标准 等维度的得分不高。《2021 年中

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显示，阻碍海外受访者购买中国产品的

原因主要在于产品质 量不过关。 

（四）质量管理转型 

《中国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蓝皮书（2018）》报告显示, 在

设计质量方面能够持续导入新型研发质量管理方法的企 业占比仅

为 19.6%,在研发过程中使用故障树分析（FTA）、 质量功能展开

（QFD）、多因素方差分析等常见研发质量技



；在精益管理方面，16%的被 调查企

业能够运用统计过程控制（SPe）等质量工具开展生 产过程调整或

改进，仅有 13.9%的被调查企业建立了关键 工序过程能力评价和

管理流程；在数字化管理方面，实现 80%以上数据自动采集的企业

占比仅为 8.4%,大部分企业 仍然处于手工采集数据到自动采集的

过渡阶段，距离全面实 施智能化质量管理还有较大差距。中小企业

质量管理数字化 尤其落后，54.59%的中小企业还未建立质量管理

信息化系 统，在已建立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中，仅有 11.07%

的 能够覆盖一半的质量业务。 

四、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发展问题剖析 

（-）宏观层面的质量战略执行力度不够 

在认识上，重创新、轻质量，将质量改进等同于产品创 新和

技术创新。一些地方和企业将质量升级简单理解为淘汰 纺织服装

等传统产业，建设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 按照传统思路低

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不仅无法推动产业升 级，还会造成新一轮产能

过剩。对传统产业的选择性歧视政 策，也使传统产业失去了利用先

进制造技术进行转型升级的 机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积极利用技

术演进和跨界融合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产业发展未来制

高点。事实上， 先进制造业既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也可

以利用先 进技术改造传统产品，进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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