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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序号 内容 发言部门/人 发言时间
1 管理评审会议召开致词 总经理 /

2 管理者代表重申质量目标项目及目标值 管理者代表 5min

3 品质中心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伍总 15min

4 人力资源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 10min

5 采购部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 10min

6 运营计划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 10min

7 物流部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 10min

8 技术研发中心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 15min

9 生产制造中心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讨论 / 15min

10 营销中心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 15min

11 运营优化建议报告 10min

12 总经办管理评审报告及讨论 / 10 min

13 异议项目讨论及裁决及持续改进要求 管理者代表 20min

14 总结 总经理        /



一、会议主持词及要求

1、召开致词

2、关于质量方针保持（或变更）宣布

总经理会议召开致词



管理者代表对方针、
目标执行的要求



质量方针：

顾客至上，领导作用

全员参与，持续改善

质量目标：

来料批次合格率：≥ 95%

直通率：≥96.2%

客户投诉：≤100PPM

顾客满意度：≥99%



品质中心
管理评审报告



一、品质中心架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分析

品质中心组织架构
品质中心

总监（1/1人）

品质控制部（定编33人）
经理（1/1人）

品质保证部（定编9人）
经理（1/1人、品控经理兼任）

供应商品质管理部（定编8人）
经理（1/1人）

QC（定编23人）
QC主管：1/1人
QC班长：3/3人
PQC：10/11人
IPQC：8/8人
（QC缺编1人）

品质改进（定编10人）
主管：1/1人
工程师：1/2人
统计员：1/1人
OQC：6/6人
（工程师缺编1人）

体系管理
（定编：2人）
主管：1/1人
DCC：1/1人

质量稽查
（定编：6人）
稽查工程师：6/6人

（由相关部门内审员
兼任）

IQC（定编4人）
工程师：1/1人
班长：1/1人
IQC：2/2人

SQE（定编 3人）
工程师：1/1人
技术员：1/2人
（技术员缺编1人）



品质中心资源配置合理性分析

1、品质中心作为对公司整体运营过程中的质量管控部
门，涵盖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职
能，从供应商质量管理、来料检验、过程巡检、出货检
验和客户反馈等全过程进行监控，其架构设置符合目前
公司整体运营质量管理需求；

2、从架构图中人员定编需求与在编实际情况对比，除
品质保证部部分人员为兼职外，实际共缺编3人，后续
请人力资源部协助补进相关人员。



二、质量目标达成状况分析

品质中心目标、定义及统计方法

序号 目标 定义及统计方法

1 来料批合格率
定量指标。来料批次合格率=来料检验合格批次
数/来料检验总批次数*100%

2
成品合格率/直
通率

定量指标。
6月份之前：成品合格率=成品检验合格数量/成
品检验总数量*100%

6月份之后：直通率=TT焊接良率*层压前良率*

层压良率*测试良率*成品合格率*100%

3 客户投诉率
定量指标。客户投诉率=客诉投诉数量/总发货
数量*100%

4 认证通过率
定性指标。包含TUL、JET、CB等产品认证和
ISO9001 : 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5 客户稽核 定性指标。指通过稽核的客户数量。



品质中心目标完成状况
序号 指标 类目 April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1  来料批合格率
计划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实际 95.54% 95.08% 96.49%

2 成品合格率/直通率*
计划 98.6% 98.8% 99.0% 91.17% 92.55% 95.02% 95.38% 96.62% 97.47%

实际 98.19% 99.27% 99.48%

3   客户投诉率
计划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100ppm

实际 0ppm 0ppm 0ppm

4  TUV认证
计划 完成

实际 完成厂检 待发证

5  JET+CB认证
计划 完成

实际 样品准备中……

6

  

CGC,CE,MCS,bANKBIL

ITY认证

计划 完成

实际

7   ISO9001体系认证
计划 完成

实际 进行中……

8  客户1稽核
计划 完成

实际 REC初审完成

9  客户2稽核
计划 完成

实际



品质中心内部审核不符合项分析

序号 不符合项 不符合项分析 改善计划

1
IQC仓库内有合格标签，但信息不全，IQC仓库
内有些无标签

此次内审，品质中心共发现5

项不符合项，其中：

1、设立培训计划，分
层次进行培训；
2、开展对现有WI、SIP

等全面评估，并严格执
行；
3、与相关部门共同梳
理跨部门关联文件，确
保职责清晰、流程顺畅。

2
检查发现技术的表单未发行受控                                  

SK-FORM-09-***/1.0（试验报告失效分析）

3
供应商管理程序SK-COP-10/2.0中，规定每年编
制供应商复审计划，经查未编制该计划

4 OQC人员，没有相关的培训记录。

5

SK-QCP-001文件中：
①交联度和拉力的测试频度要求为每班一次，
而实际是每天一次
②No12~18项，在控制方式一栏中，只写了频度
和方法，而没有明确记录的要求，建议和其它
项目中写法一致。



后续体系运行有效性及持续改进工作计划

1. 提供适宜的培训，确保各检验员、工程师等具备该
岗位必备的能力并能不断的提升，以期为质量目标
的达成作出积极贡献；

2. 加强组件特性、过程控制的监视和测量，提倡运用
科学的质量管理工具和统计分析方法来识别采取预
防措施的方法；

3. 提升全员质量意识，通过策划质量知识竞赛、质量
评优活动等提升全员参与质量控制积极性。



成品出货批次及客户分布

三、市场质量状况分析

1. 公司2012年4月份开始批量生产，受市场及行业特点
影响，上半年共正式发货1个批次至德国；

2. 7月起，将陆续发货至青海、新疆、辽宁等地。



市场质量反馈及投诉

出货德国的两个柜组件，得到了客户的好评。（待补充）



四、内部审核不符合项整改情况

6月19-20日由品质中心组织公司各部门内审员，进行了体系试运行期第一
次集中式内部审核，共开出31项不符合项，其整改结论见下表：

序号 部门 数量 整改完成情况

1 管理层 0 /

2 研发技术中心 4 1、根据31项不符合项整改的书面回复，其中有19

项不符合项原因分析与不符合事实描述关联性不强，
导致其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无法有效的杜绝类似不
符合项的再发生；

2、另有4项不符合内容提交了书面整改意向，但未
能提供按整改意向实施整改的事实证据；

3、针对以上现象，鉴于本次内审为第一次全面集
中式内审，对不符合项的整改行劝，品质中心计划
于8月上旬由体系主导人员集中对各部门进行不符
合项整改辅导。

3 组件生产 2

4 组件工艺、设备 3

5 品质中心 2

6 人力资源部 2

7 营销中心 2

8 运营计划部 3

9 采购部 3

10 供应商品质管理 3

11 物流部 4

12 动力设施 3



五、体系文件适宜性、流程执行有效性分析

序号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责任人/部门

1 SK-QM/1.0 质量手册 管理者代表

2 SK-COP-01/1.0 文件管理程序 品质中心

3 SK-COP-02/1.0 记录控制程序 品质中心

4 SK-COP-03/1.0 信息沟通管理程序 品质中心

5 SK-COP-04/1.0 管理评审控制程序 品质中心

6 SK-COP-05/1.0 人力资源控制程序 人力资源中心

7 SK-COP-06/1.0 基础设施管理程序 基地设备设施部

8 SK-COP-07/1.0 工作环境管理程序 基地

9 SK-COP-08/1.0 产品实现策划控制程序 技术中心

10 SK-COP-09/1.0 合同评审程序 营销中心/供应链中心/基地

11 SK-COP-10/1.0 供应商管理程序 供应链中心

12 SK-COP-11/1.0 采购控制程序 供应链中心

13 SK-COP-12/1.0 生产计划控制程序 供应链中心/基地

14 SK-COP-13/1.0 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程序 品质中心

15 SK-COP-14/1.0 顾客财产控制程序 QA

16 SK-COP-15/1.0 产品搬运、储存、包装、保存和交货管制程序 基地

17 SK-COP-16/1.0 监视和测量装置控制程序 QA

18 SK-COP-17/1.0 顾客满意度调查控制程序 营销中心

19 SK-COP-18/1.0 内部质量审核控制程序 QA

20 SK-COP-19/1.0 过程控制程序 基地

21 SK-COP-20/1.0 进货检验管理制度 QA

22 SK-COP-21/1.0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QA

24 SK-COP-23/1.0 纠正与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QA

25 SK-COP/24/1.0 出货检验管理制度 QA

程序文件一览表



1、根据公司整体运营职能，目前公司体系管理运作程
序文件共计25份，其文件策划内容主要根据质量管理体
系标条款进行对应；
2、结合内审结果 表现，体系运行文件化管理策划适宜
性方面存在不足：
A 培训管理、工艺控制、产品过程质量控制、数据分析 等过程需
增加文件化的管理要求；
B 关联性文件内容的衔接及操作要求的可执行性不强，有存在矛盾
或不能起到具体指导作用的形式化要求（如《采购控制程序》和
《供应商管理控制程序》中对供应评分的准则不同，《过程控制程
序》的执行内容要求不够具体，起不到指导具体操作的作用等）。

体系文件适宜性评价



流程执行有效性评价

1、由于体系运行时间较短，跨部门作业流程目前未发
现执行问题，部门内部WI、SOP要求的执行存在部分问
题，主要表现为：
A 如检验过程中对有参数、数值记录要求的地方没有按要求完整的
记录实际数据，通常以合格符合表示；
B 没有按时间间隔进行相关数据记录； 

C 没有按要求进行样本量检测；

2、部分使用的表单与体系要求的表单格式、编号不符，
表单使用发布前未按《文件控制程序》要求进行受控；



六、体系运行有效性工作计划

序号 项目 内容 责任人 完成时间 备注

1

质量
稽查

制定内审小组活动方案

吴思

9月7日

2 年度滚动审核计划编制及兼职内审
员审核工作任务分配

9月13日

3 兼职核审员核技巧培训及审核实施 持续

4

质量
评优

质量标兵及先进班组评比活动方案
编制 廖影聪

9月11日

5 质量评优活动启动及过程监控 9月17日

6 来料
质量
改进
辅导

来料质量改善辅导方案编制
吴玮

9月16日

来料质量改善提升计划分解及人员
分工安排

9月21日
7

年度质量活动方案及计划2012年体系运行有效性工作计划



品质中心人才培训及考核计划

序号 内容 对象 考核方式 备注

1 质量统计手法运用培训 品质中心全员 日常应用考核

2 质量体系标准要求及八
项质量管理原则培训

工程师以上人员 书面考试

3 团队协作与执行力培训

品质中心全员

/

4 品质中心体系文件要求、
流程执行培训

书面考试结合
日常执行观察

5 品质中心个人业绩考核
机制建立

根据方案执行



七、持续改进建议

1、增加激励管理机制，开展引导全员参与品质管理相
关活动；

2、加强培训管理，培养专业人才、使用专业工具，建
立专业化的管理模式；

3、把全员品质管理意识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确保企业
文化理念与方针、目标紧密相连；

4、加强自我检讨意识，各部门围绕职能、目标，做到
周检讨、月检讨，比对分析并进行合理调整；



5、各职能部门相互协作，确保对外宣传类资料的全面、
统一和准确；

6、从源头控制产品质量、加强策划管理职能，以最完
整最标准的输入引导制造过程，确保不浪费资源、不削
减信心、不牺牲品质；



采购部
管理评审报告



采购经理
（1/1）

BOM主管
（1/1）

MRO主管
（1/1）

项目主管
（1/1）

工程师
（1/1）

工程师
（2/2）

工程师
（1/1）

采购部门： 8/8

BOM：主物料17类
MRO：备品备件、生产耗材、劳保用品、5S防护用品、
工装类、工具类
项目 ：设备、外协组件加工

采购部门架构



质量目标达成状况

指标说明：
1.供应商交货及时率没有达标，主要是因为电池片供
应商不稳定，铝边框产能不足；

2.呆滞料主要是2月份的调试设备剩余物料

指标项目 对比 Apr May Jun

入料合格率
目标 95% 95% 95%

实际 95.54% 95.08% 96.49%

呆滞料比率
目标 0.5% 0.5% 0.5%

实际 0% 0% 1.3%

供应商交货及时率
目标 98% 98% 98%

实际 100% 94% 97%



内审不符项目改善

ISO内审不符合事项3个，已完成2个，AVL跟进中。

成为AVL的三个必备条件：
1. 供应商基本资料收集（基本资料表，三证，付款信息，资质证书）==》已完成
2.  现场评分报告 ==》已完成
3.  技术部评估的产品报告 ==》未完成



体系运行有效性工作计划

BOM：
1. 电池片：选择稳定持续的战略供应商，确保来料品质
2. EVA：加强供应商品质管理
3. 背板、铝边框：搜寻高性价比物料，确保组件成本竞争
优势

MRO：
1. 劳保用品，5S防护用品，备品备件：建议集团招标，签
订长期采购协议。
2.建立适合MRO类合格供应商评审的流程。



运营计划部
管理评审报告



3、计划部对物料进行进度跟踪，但6月份记录未及时

进行更新，记录不便识别和检索

1、计划部对工单达成情况进行了定量、定性分析，但

未记录相应纠正预防措施

2、查工单表单，发现文件编号与《文件控制程序》中

要求不相符，再查运营计划、工单变更通知单发现有

相同问题

3、计划部对物料进行进度跟踪，但6月份记录未及时

进行更新，记录不便识别和检索

内部审核不符合项



不合格原因分析

1、相关分析、纠正预防措施的结果体现在每天会议纪要中，

未在产能达成统计表中得到体现

2、初版文件根据工作实际需求修正

3、6月份记录是根据仓库提供的台账和车间库存台账计数库

存可用天数，再根据实际情况电话或邮件形式确认后续送货

时间与数量并编成新表。



纠正措施

1、计划部从2012.6.21起对每日工单达成情况进行了分析，

预防措施进行了统计，并在措施实施完成前结果和进度每

天体现在工单达成情况统计表中；

2、计划部已于2012.6.21将修正后的表单发DCC处受控发行

3、计划部已于2012.6.21在物控编制的送货排程上添加实

际送货数量，在每日《主料汇报表》中体现



物流部
管理评审报告



部门架构、资源配备

物流经理
（鲁彬）

物流主管
（俞慧）

关   务 

（高军）

仓库主管
（曹彬）

仓库统计
（孟琳）

仓库班长
（暂定）

仓库普工
（15人）

一、部门架构

二、资源配置
物流部资源：7台电脑（其中一台笔记本电脑，供物流经理使用）；
                    1个无线网卡（因仓库暂时无网络，供仓储统计

使用）；
                   5辆叉车（其中合力电瓶叉车3.5T，2辆，3T，1辆；

林德电瓶叉车2T，1辆；林德电瓶堆高车2T，1辆）



质量目标达成状况分析

一、物流配送（2012年1-6月）
          1、交货及时率100%，日本展会、上海展会、德国展会准时交

货；
          2、无误交货率100%，暂未发生误交货事件；
          3、投诉处理完成率100%：暂无任何投诉；
          4、物流异常事故处理完成率100%：暂未发生异常事故；
          5、物流预算费用亦合理利用。



二、仓储管理方面（2012年1-6月）
             1、部门内部无任何工伤事故；
             2、月、季度仓库盘点准确率100%，台账与实物一致；
             3、库位、物料卡、实物标示对应率100%：仓库物料按库

位有序
                   存放并随附物料卡；
              4、先进先出执行率100%：所有物料均严格执行先进先出

原则；
              5、5S检查合格率100%：规范统一，定时定点清
                    扫整顿，仓库环境已完全达到5S要求。



内部审核不符合项整改有效性分析

2012年6月内部审核被查出的不合格事实：

1、EVA等物料有温湿度存储要求，但仓库未对存储区域温湿度进行控
     制，不符合《质量管理体系》条款7.5.5；

2、合格品放置在不合格品区域，型材无待检标示，不符合《质量管理体
      系》条款7.5.3；

3、查SK-WI-0405-003 《成品入库流程》打包实际操作部门 与流程不
      符，不符合《质量管理体系》条款4.2.3。

上述事实，均属一般不符合项



后续体系运行有效性工作计划

针对上次内审查出的不合格项进行纠错，措施如下：

1、持续跟踪机电安装及土建工程进度，使新仓库尽快交付使用，预计7

      月20日前完成仓库办公区及部分原材料（含EVA）的搬迁；

2、与计划部沟通，控制来料数量，防止合格来料过多占用不合格品存放
      区域，另外，加强员工观念建设，杜绝仓库合格品&不合格品不按

指
      示放置的现象再次发生；
3、根据最新版组织架构（打包工作归仓库管辖），重新梳理并修改完善
    《成品入库流程》，提交相关部门审核确认，通过实施，定于7月20

日
      前完成。

上述第2项已经完成，第1、3项持续进行



体系持续改进建议

体系持续改进：

1、加强内部管理，不断降低运营成本，落实贯彻爱康“贡献者为本”的
      精神，让员工从运作细节做起，严格控制每一个与成本有关的环

节；

2、整理整顿现有资源，提高各项资源使用效率，小到制定《办公用品领
      用记录跟踪表》，控制员工办公用品领用数量，大到评审“合格

物
      流承运商”，严格把控物流成本同时保证运输质量；

3、明确部门岗位职责，对工作事务切分第一责任人、第二责任人或
      相关责任人以提高员工工作责任心，进而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4、编制完善物流部流程制度，确保各部门员工严格遵照流程规范操作，
     以达到防护作用（避免出现厂内事故），保证物流部工作有序进行。



技术研发中心
管理评审报告



部门架构

计划32人      现有24人      缺8人

系统监控 系统问题解决

系统技术部

常规测试 可靠性测试

实验室

组件物料开发 电站设备开发

供应商开发部研发部

新品开发

技术研发中心

技术部

组件技术分部

新材料导入 工艺优化 认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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