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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体系有效性评价理论和方法研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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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了质量体系有效性的评价理论和方法
,

并从无形资产评估角度运用收益法和成

本法对质量体系总体价值进行评价
.

关键词 质量体系
,

有效性
,

评价方法

分类号 F 2 7 3
.

2

截至 19 9 7 年底
,

我国已发出带有国家认可标志的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4 042 张
,

涉及认

可业务范围全部 39 类中的 32 类
.

地域分布已覆盖 30 个省市和香港地区
,

19 9 8年 l 月
,

我

国首批签署了国际认可论坛多边承认
,

这标志着我国取得国家认可委认可的所有认证机构

颁发的 15 0 900 0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都取得 了国际同行 的认可
.

可 以预言
,

近年来兴起的
“

贯标和认证
”

的热潮还将持续下去
.

与此同时
,

世人普遍关注的是
:

依据 15 0 9 0 0 0 族标准

建立 的质量体系究竟给企业带来 了什么
,

质量体系是否有效
.

本文依此为背景
,

探讨质量

体系有效性的评价理论和方法
.

1 质量体系有效性的评价方法的考察

对质量体系有效性评价
,

从不同角度 出发
,

可以有多种实施途径
.

常用的有
:

质量审

核评价法
、

投人产出分析法等
.

1
.

1 质 , 审核评价法 (层次分析法 )

在质量体系审核中
,

通常从 3 个方面对质量体系有效性进行评价
: ① 体系文件与采用

标准的符合性
; ② 体系文件的实施性

,

即实践符合与体系文件要求的符合性
; ③ 实施的有

效性
.

质量审核评价方法
,

通常采用抽样审核方法
、

依据出现不合格项的数量
、

类别等
,

通

过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
,

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主要是矩阵分析表等
.

L Z 投入产出分析法

投入产出分析法是把策划
、

建立
、

运行及保持质量体系所投人的费用与质量体系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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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在认证有效期或某个评价周期内 )
,

对该体系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

投人费用主要包括
:

体系文件编制运行费
、

认证费及认证保持费等 (如图 1所示 )
.

·

…

…
· ·

…

{
认证 ·

{

一
}

咨询费

培衫11费

体系文件编制费

审核费

资源投人费

接待费

认证收费

协助活动费

管理评审费

文件资料控制费

质量记录控制费

内部质量审核费

纠正 和预防措施费

认证复审费 ( 3 年内每年 1 次复审费)

图 1 投人费用分类

产出效益通常有 4 个方面构成
:

l) 实物质量的提高效益 ;

2) 质量成本的下降
,

增加的效益 ;

3) 市场 占有率扩大
,

合同
、

定单增加带来的效益
;

4) 管理素质的提高
,

管理规范化
、

正规化及职工精神面貌变化所产生的管理增值效益
.

上述评价 中的定性部分
,

具体操作可采用专家调查法及模糊评价方法等进行量化处

理
,

得出评价结果
.

由于篇幅所限
,

这里不作介绍
.

上述两种方法的相同点是 对质量体系有效性的综合评价
.

而本文把质量体系看作一种

特殊的无形资产
,

借助无形资产的评估理论和方法
,

探讨质量体系有效性评价的有关问

题
,

即将体系有效性评价转为体系价值评价
,

从而为人们认识和评价质量体系的有效性提

供一个新的思路
.

质量体系作为无形资产的依据和特征

无形资产的一般特征与分类

无形资产是指由特定主体控制的
,

不具有独立实体
、

对生产经营持续发挥作用并带来

经济利益的一切经济资源
,

具有如下特征
:

l) 无形资产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具备实物形态
,

是一种精神产品
;

2) 无形资产是被特定主体排他性拥有或控制的
,

它属于微观经济范畴
;

3) 无形资产能够为其主体带来收益
,

甚至是超额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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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分类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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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

型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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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无形资产分类

2
.

2 质t 体系作为知识型无形资产的依据

依据 15 0 900 0 标准的质量体系既是一个通用的
“

标准体系
”

又是一个独特 的具体组织的

体系
.

说其是通用体系是因为 15 0 9 0 0 0 族标准为企业建立质量体系提出应 当包括哪些基本

要素
,

在合同要求情况下
,

这些体 系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

但是正如 15 0 9 0 0 0一 中指出的
“

一个组织的管理体系受组织的目标
,

产品和具体实践影响因而各组织 的质量体系是不同

的
” .

因此
,

质量体系是为特定的企业主体拥有或控制
.

15 0 8 4 0 2一 9 4 对质量体系定义是
:

为实施质量管理所需的组织结构
、

程序
、

过程和资

源
.

它是通过建立文件化 的质量体系加 以体现和实施
.

文件化的质量体系包括质量手册
、

程序文件和其他如质量记录等支持性文件
,

这些都是不具备实物形态的精神产品
.

质量体

系的建立运行和改进是需要一定的资源投人
,

但其最终是为构成体系的过程能得以有效控

制
,

为体系所必须的
.

所以
,

可以说
,

质量体系是不具备实物形态的
“

精神产品
” ; 是其知

识
、

智力的凝结而成的
.

质量体系有效性评价通常 有 3 个环节
,

即
:

体系文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

实践中是否

得到贯彻 ; 实施的结果是否取得实效
.

所谓实效
,

即满足顾客及其他
“

受益者期望
” ,

从经

济角度说
,

就是能带来收益或是超额收益
.

如 15 0 9 0 0 4一 1引言中指出的
“

完善的质量体系

是在考虑利益
、

成本和风险的基上使质量最优化 以及对质量加以控制的有价值的管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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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

综上所述可以看 出
,

质量体系是一种知识形资产
.

3 用收益法和成本法对质量体系有效性进行评价

无形资产评估的方法
,

通常有收益法
、

成本法及市场法
.

对于质量体系有效性 的评

估
,

本文提出采用成本法与收益法相配合的办法
,

以便相互稽核认证
,

以促进评估的客观

性和科学性
,

一方面
,

成本法评估给 出了质量体 系的
“

底价
” ,

结果 比较稳妥
.

另一方面
,

收益法从运营效益角度动态地反映资产价值
,

是对资产的创利能力 的确认
.

但该方法易受

人为因素影响
,

评估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

成本法与收益法相互配合
,

有助于得出公平客观

的结论
.

市场法由于其应用条件对市场的发育程度有较高要求
,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初级阶段
,

不太适用
.

.3 1 评价前提

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对质量体系进行评价
,

前提条件是
:

l) 是对质量体系的总体评价
;

2) 通过确立质量体系的价值评定其有效性
;

3) 本评价不是通常所采取对要素的层次分析评价基础上
,

而是立足于质量体系为企

业带来效益评定
;

4) 质量体系认证的有效期为 3 年
.

.3 2 几个参数的确定

3
.

2
.

1 用收益法对质量体系有效性进行评价

用收益法对质量体系有效性进行评价可采用收益还原的方法
.

将被评估的质量体系在

预期的经济寿命期内的新增利润的总和按适当的折现率折算为现值
,

即为该质量体系的评

估值
.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

: 一

乏
*

`

( ` + ` )
一 `

( l )

式中 V为 评估值
; R ,

为第 l年的新增收益
; i 为 折现率

; ” 为 经济寿命周期
.

这一方法主要涉及 3个基本要素
:

新增收益 R
,

的确定
,

折现率 i的确定及经济寿命周

期
n 的确定

.

l) 预期新增收益 R
,

的确定
·

对由质量体系所带来的预期新增收益
,

可采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
.

边际分析法是根据

对被评估资产的边际贡献因素的分析
,

估算评估有效期内各年度产生的追加利润之和
,

并

与利润总额相 比较求出利润分成率
.

这种方法的关键是确定追加利润
.

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

① 列举出能够产生追加利润的边 际贡献因素并进行分析
.

如质量体系导致利润增长

的边际贡献 因素有
:

质量提高
、

销售额增长
,

降低物耗
、

减少成本
,

功能提高
,

售价提

高
,

开拓市场
,

销售额增长等
.

在对列举的边际贡献 因素进行分析后
,

就可测算可能产生

的追加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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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测算评估寿命周期 内各年度的收益 (利润 )和追加利润
.

③ 用 ( 2) 式计算利润分成率
:

工各年度追加利润现值
利润分成率 = 竖上一

-

一一- 一
目

一- 一一 x 10 0 % ( 2 )

艺各年度利润现值

根据企业认证保持期 (3 年 内) 的财务资料
,

找出发展趋势
,

可 以对企业各年度利润进

行预测
,

用利润值乘 以利润分成率
,

可以得到各年度追加利润值 (即超额收益 R ,

)
.

2) 折现率 i 的确定

通常确定折现率的方法是
:

折现率 = 无风险的资本投资利率 + 风险报酬率 + 通货膨胀率 ( 3 )

对质量体系有效性评估
,

折现率采用行业中各部门基准收益率加风险调整的方法来确

定比较科学
,

可操作
.

这是因为我国在制订行业基准收益率时一般考虑
:

①各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②各部 门技术构成因素和价格因素的影响

; ③各

部门过去的投资效果水平
.

基准收益率主要是根据投资利润率的大小确定
,

并对其加以运

用调整
,

即预计销售利润与现行投资额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是按现行价格来计算

的
,

消除了资产帐面价值失真所带来的风险
.

预计年销售利润一般都在假设无风险
、

物价

稳定情况下取得的正常年份之值
,

基本上排除了利润虚增的影响
.

对经济寿命期
n 的测算

,

考虑到质量体系的特殊性
,

我们假设质量体系为企业带来的

创税能力是无限期的
.

至此
,

在计算收益现值时
,

现是以质量认证保持期 ( 3 年 )为界划分前期和后期
,

对前

期预测每年预测收益额折现加总 对后期
,

先设定各年收益为适 当额度的年金并经本金化

得出以后期第 l 年基础的本金
,

再把这个后期本金进行折现处理
,

最后将前后期的收益现

值相加
.

设前期为 3 年
,

则 l( ) 式修正为
:

声
, _

R
J

厂 = ) I R 门 + i )
一 `

l + — ( l + 1 1
一 “

昌
一 `

”
一

I
( 4 )

式中 I为资本化率
.

资本化率是指收回投资的速度
,

即每年按多大比率收回投人资本
.

主要应用于永续性收

人或收益的变现
.

即永续性的折现才是资本化
,

有限时间的资本化则是折现
.

确定公式如下
:

资本化率 = 资金收益率 = 年收益额

资金总额 (收益现值 )
( 5 )

(4 )式可以如图 3 所示
:

年份

收益现值

第第 1段 (前期 ))))) 第2段 (后期 )))

逐逐年预测收益并并并 按年金收益益
进进行折现处理理理 本金化处理理

图 3 分段示意图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1998年

3
.

2
.

2 用成本法对质量体系有效性的评估

成本法是站在
“

现时
”

的角度
,

考虑被评估资产完全重置成本的价格变化和贬值因素
.

基

本公式为
:

评估值 = 重置成本 x 成新率 =

重置成本 x (l 一 过时程度 ) ( 6 )

通常情况下重置成本是以现时货币量反映资产存量规模的指标
,

对质量体系有效性的

评估
,

则可把历史成本用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

得到重置成本
.

质量体系评估值 = 历史成本 x 评估基准 日物价指数

基期的价指数
x 成新率 =

(体系建立费 + 认证费 + 认证保持费 ) x

评估基准 日物价指数

基期物价指数
x 成新率 ( 7 )

其中成新率指标是指一项资产新旧程度的百分 比
,

即

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总使用年限
X 1 0 0 % ( 8 )

评估基准 日物价指数及基期物价指数可以通过国家年度统计资料查得
.

根据不同评估目的的要求
,

把成本法和收益法得利的评估结果参照使用
,

可以对质量体系

有效性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

由于篇幅所限
,

我们只能对用无形资产评估方法评估质量体系有效性作简要论述
,

有

许多 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人研究和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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