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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类型：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人员：章杰、陈玉萍

一、案例背景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主要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品、广告

纸和产品说明书等印

刷品的印刷加工，产品均按顾客提供的样稿和实样进行印刷加工，为中小型印刷加工企

业。像众多民营企业一样，该公司是由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通过多年的努力，该公司

业务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并且增加了不少生产设备和操作人员，企业规模显著扩大，

近几年已和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开展了业务往来。该公司虽然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扩大

了，但管理方式基本上延续了原来的家族式管理方法，管理水平较底。该公司由于顾客

提出的获证要求，在咨询老师的帮助下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并向兴原认证中心提出认

证申请，兴原认证中心委派审核组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19 日对其进行了初次审核（二

阶段）。

二、审核过程

审核组在一阶段审核时就发现该公司管理基础较为薄弱，管理层和操作人员质量意

识淡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流于形式，可操作性不强，申请认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

顾客提出的获证要求。鉴于以上情况审核组在进行二阶段审核策划时决定把审核重点放

在与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过程开展审核，寻找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失控

点，帮助企业认识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和系统性，引导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意识，帮助企业

提高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水平。

三、主要审核发现及沟通过程

生产经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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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

业务洽谈/接受订单→打样→样品确认→材料采购→进货检验→印前准备→印刷→

印后加工→产品检验→打包→产品交付。

审核组首先按照审核程序召开了审核首次会议，明确了审核目的、依据和审核范围，

并介绍了审核方法、审核安排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该公司有关人员均表示认可。首次会

议结束后审核组分组按审核计划的安排分组进行现场审核，通过查阅文件记录、现场询

问和作业现场查看等方式进行现场审核。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发现该公司质量管理方面

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发现的一个问题进行介绍。

首次会议结束后审核组首先进行了现场巡视，审核组在仓库巡视时发现有几堆印刷

精美的彩盒已覆盖了厚厚的灰尘，便向随行的生产主管询问原因。生产主管回答：这几

批彩盒是顾客拒收的不合格品，已做报废处理。审核员询问：这些彩盒印刷质量不错，

为什么是不合格品？生产主管回答：这些彩盒有的是板纸克重不对，有的是颜色不符合

顾客要求，被顾客拒收退回。并表示现在顾客要求越来越高，生产越来越难搞了。审核

员随即询问：这些彩盒在大货印刷前样品是否经过了顾客确认？生产主管回答：是按工

艺技术部门提供的印刷工艺进行生产的，其中有二批彩盒都未经过打样，直接安排大货

生产的。这时审核员已觉察到该公司在新产品打样和样品确认过程中可能存在失控情

况，决定对该公司的打样和样品确认情况进行追踪审核。

现场巡视结束后，审核员在向销售部有关人员了解公司新产品打样和样品确认情况

时得知，该公司产品多次曾因产品不符合顾客要求而遭到拒收，其中大多数不合格情况

是因为样品未得到顾客认可就进行大货生产所造成的。审核员随即抽查了当月的 5款新

产品的样品确认情况，发现其中有 1款产品未经顾客确认合格已安排批量生产了，显然

该公司新款产品打样和样品确认过程确实存在失控情况。审核员当场向在场人员讲解了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对样品确认的要求以及样品确认的重要性和基本方式，得到了包括销

售主管在内的在场人员的认同。在审核结束前的与该公司高层交流时，审核员重点强调

了新产品打样和样品确认的重要性，同时将因样品确认失控将给企业带来的风险进行了

说明。该企业总经理当场表示接受审核组的意见，表示要重视新产品打样和样品确认工

作，当场要求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打样和样品确认管理制度，并要求有关人员严格按此制

度执行，同时对审核组提出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表示感谢。

审核组将此不合格情况开具了不合格项报告：仓库内有 FH87465 彩盒等产品为顾客

拒收的不合格品，向有关生产和销售人员询问后得知是由于样品未得到顾客确认合格就

进行批量生产，导致顾客拒收。不符合 GB/T19001—2008 标准 7.2.1 条款 “组织应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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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a）顾客规定的要求，包括对交付及交付后活动的要求”的规定。该公司表示认可，

并组织有关人员积极整改。

四、受审核方改进及成效

该公司对审核组提出的不合格项进行了整改，现将上述样品确认不合格项整改情况

进行介绍。

1、首先该企业组织有关人员制定了《打样和样品确认管理制度》，制度规定新品批

量生产前必须进行打样，打样的样品至少保留四份，二份送顾客进行样品确认，并要求

销售人员尽可能要求顾客寄回确认合格的样品（最好有顾客的签字）。若顾客只进行口

头确认，销售人员应将样品确认合格情况通报工艺技术人员，由工艺技术人员在剩余的

2份样品上签字。确认合格的样品作为生产和产品检验的标样，在批量生产前下发到生

产现场，操作人员和检验人员按此标样进行生产和检验。生产结束后生产车间主管负责

回收标样，并存放在标样室进行妥善保存。标样如果发生损坏、丢失或时间超过 2年（色

彩发生变化）时，由工艺技术人员负责重新进行标样确认。

2、对销售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进行打样和样品确认有关规定的教育培训，使相关

人员掌握打样和标样确认的要求。

3、公司组织人员对新产品打样和样品确认控制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对违

规情况进行处罚。该公司将不合格项报告整改资料提交给审核组，审核组组长进行了书

面确认后认为：该公司不合格项整改基本适宜有效，同意推荐认证注册。兴原认证中心

对审核组上报的审核资料进行审议后，向该公司颁发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在随后进行的监督审核时审核组发现该公司在质量管理方面有了不小的改进，特别

是在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控制方面。公司根据自身产品生产特点和实际情况，编制了较

为切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如《各工序操作及检验规程》、《生产计划和生产情况统计管理

制度》、《生产现场管理制度》、《打样及样品确认管理制度》、《生产用标样管理制度》等，

并得到了较好地执行。其中《生产现场管理制度》规定，批量产品生产前应进行首检，

首检合格方可正式生产，同时由车间检验员定时进行巡检，防止不合格品的批量发生。

在这次监督审核时审核组还了解到该公司 2012 年以来产值比 2011 年同期增加了 20%以

上，生产成本也得到了较好控制，不合格品数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批量不合格

品的数量，2012 年以来未发生因产品不符合顾客要求发生的批量拒收情况，同时员工的

质量意识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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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监督审核时该公司总经理也深有感触地向审核组表示，以前总以为公司规模

不大，只要产品有销路，工厂只要能把产品做出来就可以。现在公司规模不断扩大，顾

客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光靠以前的管理方法明显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应该加强公

司管理制度的建设了。只有通过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才能

获得较好的效果，而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公司质量管理制定的很好依据。同时总经理还

向审核组介绍公司正准备进行生产成本管理，目前正在进行生产成本数据的收集工作，

准备制定《生产成本的定额管理制度》，计划在 2013 年适当时机实施开展生产成本定额

管理，这样可以进一步加强生产成本控制，使企业和员工得到更好的收益。

审核组深深地感到一个管理水平较为薄弱，质量意识较为淡薄的企业通过认证审核

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该公司管理者的认识和客观形势发生变化的影响，同时

质量管理体系的审核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五、审核感悟

1、审核过程中应注意通过发现的一些表面现象有针对性的进行追踪审核，通过细

致的追踪审核把表面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发掘出来，使企业能够了解自身管理中存在问题

的严重性，帮助企业提高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

2、审核时应关注该企业关心的问题，找准切入点。对于管理基础较为薄弱的中小

型企业，控制生产成本，减少不合格品的产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产品质量控制应进行重点审核。通过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情况审核，发

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缺陷和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这能使企

业感受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促进企业加强质量管理。

3、质量体系标准条款描述高度概括，且适用于各个行业，许多企业普遍反映较难

理解。如何在审核过程中将标准条款的要求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企业解释标准条款要求

也是审核员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通过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和实际情况，使用通俗易

懂的方法讲解标准条款要求，让企业切实理解标准条款要求，并将标准条款要求融入到

企业的管理要求中去，在这方面作为审核员应该有许多作用可以发挥。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章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