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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产质〔2024〕124 号

各区（县）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

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联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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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可靠性创新实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沪市监

产质〔2024〕120 号），现将《产品质量可靠性评价通用要求（2024

版）》和《产品质量可靠性创新“最佳实践”培育孵化工作指南》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3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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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版）

一、评价原则

（一）方法科学性

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材料中所采用的方法应：科

学、合理、有效。

（二）数据有效性

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材料中所采用的数据应：准

确、可靠、一致、完整、合法、可验证、有代表性。

（三）材料规范性

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材料应当格式规范、结构完

整、层次分明、论据充分、结论明确。

二、评价内容

（一）专业指标

专业指标是主要体现产品质量可靠性的直接技术类指标，包

括：关键性能一致性（Ic）、关键性能退化量（Id）、关键性能可靠

域（Ir）等。在评价产品关键性能指标（Ic、Id、Ir）时需要考虑

的因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关键性能参数选取合理性、样品状

态有效性、样本量合理性、检测仪器/设备合理有效性、检测方案

科学可行性、数据可信有效等。

关键性能一致性（Ic）：是指质量检验合格的产品，其关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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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数的波动范围小的一种特性。按照时间划分，关键性能一致

性可分为“产品出厂时（t＝0）”和“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t﹥0）”

两个阶段来评价。企业至少需要提供“产品出厂时（t＝0）”的关

键性能一致性数据。对于“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t﹥0）”的关键

性能一致性评价，推荐采用现场使用达到一定时间的产品进行性

能参数的测试，或采用在实验室经历过一定时间典型工作模式和

环境条件的模拟试验后的产品进行性能参数测试。关键性能一致

性根据实际测试结果计算性能参数的变异系数（一组数据的标准

差与均值之比），使用时间越长且变异系数越低，则产品质量可靠

性越好。

关键性能退化量（Id）：是指质量检验合格的产品，在典型工

作模式与环境条件下其关键性能参数长时间保持合格状态的特

性。关键性能退化量评价推荐采用现场使用达到一定时间的产品

进行性能参数测试，或采用在实验室经历过一定时间典型工作模

式和环境条件的模拟使用试验后的产品进行性能参数测试。根据

测试结果判断合格的产品，计算其性能退化程度，使用时间越长

且性能退化程度越小，则产品质量可靠性越好。

关键性能可靠域（Ir）：是指质量检验合格的产品，能保证关

键性能裕量大于零的各种极限应用场景。应用场景是产品实际使

用中的环境应力和工作应力及其多种组合条件。企业应基于产品

所属行业、细分领域及其功能和性能要求等内容，系统分析产品

可能经历的各种极限应用场景。关键性能可靠域评价可采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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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时经历的各种极限应用场景信息和数据；也可以采用实

验室测试方法，在模拟极限使用的工作模式与环境条件下，测试

产品的关键性能参数，计算其裕量。每种极限应用场景至少测试

一个样品，极限应用场景不少于 3种。产品能耐受的极限应用场

景的种类越多越严酷，其质量可靠性越好。

（二）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应反映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取得的质量效益和

社会效益，包括：售后责任故障数（率）（W）、创新性（C）、可推

广性（G）等。在评价产品效益性指标（W、C、G）时需要考虑的

因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信息来源的可信性、计算方法的

合理性、创新性、实用性、影响力、通用性等。

售后责任故障数（率）（W）：是指在产品售后统计得到的由于

产品自身质量可靠性问题导致的故障数量或故障比率。推荐企业

提供开展产品质量可靠性提升工作前后的售后责任故障对比数

据。

创新性（C）：企业产品在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取得的

可靠性技术与方法的各种创新，可以是可靠性科学和技术的颠覆

性创新，也可以是可靠性工程和技术的应用创新。

可推广性（G）：企业产品在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的可

靠性技术与方法的对行业发展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在行业内外

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三、评价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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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可靠性评价按照产品质量可靠性评分表（见附表）

进行评分，总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评价总分 =
全部二级指标

单项加权得分�

附表：产品质量可靠性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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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权
重

评价准则
参考
分值

单项原
始得分

单项加
权得分

专业
指标

关键性能

一致性
（Ic）

20%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产品出
厂时（t＝0）和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t﹥0）

两个阶段的关键性能一致性都很好。

91～100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产品出

厂时（t＝0）和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t﹥0）
两个阶段的关键性能一致性都较好。

71～90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产品出
厂时（t＝0）关键性能一致性较好。

41～70

产品出厂时（t＝0）关键性能一致性较差，
或不满足评价的“基本要求（a）”。

0～40

关键性能

退化量
（Id）

25%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典型应
用场景下，产品关键性能参数在寿命期内退

化量很小，对产品功能和性能指标无影响，
且建立了有效的退化模型。

91～100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典型应
用场景下，产品关键性能参数在寿命期内退
化量较小，不影响产品功能和性能指标。

71～90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典型应
用场景下，产品关键性能参数在寿命期内退

化量较大，部分影响产品功能和性能。

41～70

典型应用场景下，产品关键性能参数在寿命

期内退化量很大，严重影响产品功能和性能，
或不满足评价的“基本要求（a）”

0～40

关键性能
可靠域
（Ir）

25%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产品关
键性能裕量大于零的极限应用场景覆盖非常
全面，表述信息和数据详实。

91～100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产品关
键性能裕量大于零的极限应用场景覆盖较全

面，表述信息和数据较详实。

71～90

在满足“基本要求（a）”的基础上，产品关

键性能裕量大于零的极限应用场景覆盖情况
有限，表述信息和数据较详实。

41～70

产品关键性能裕量大于零的极限应用场景覆
盖严重不足，表述信息和数据不够详实，或
不满足评价的“基本要求（a）”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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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权
重

评价准则
参考
分值

单项原
始得分

单项加
权得分

效益
指标

售后责任

故障数
（率）
（W）

15%

产品售后责任故障数（率）很少（低），强
化了企业的品牌和声誉，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

91～100

产品售后责任故障数（率）较少（低），对
企业综合成本和声誉基本没有影响。

71～90

产品售后责任故障数（率）较多（高），对
企业综合成本和声誉有一定程度影响。

41～70

产品售后责任故障数（率）很多（高），严
重影响企业综合成本和声誉。

0～40

创新性
（C）

5%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用
的可靠性技术和/或方法具有颠覆式创新性。

91～100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取
的可靠性技术和/或方法具有较强的应用创
新性。

71～90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取
的可靠性技术和/或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创
新性。

41～70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取
的可靠性技术和/或方法为常规技术和方法，
基本没有创新性。

0～40

可推广性

（G）
10%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取
的可靠性技术和方法可以对行业发展起到引
领和带动作用，可以为行业内外提供广泛的
借鉴意义。

91～100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取
的可靠性技术和方法可以对行业发展起到较
好带动作用，可以为行业内提供较大的借鉴
意义。

71～90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取
的可靠性技术和方法可以对行业发展起到一
定带动作用，可以为本行业提供一定的借鉴
意义。

41～70

企业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提升工作中采取
的可靠性技术和方法为本行业提供很少的借
鉴意义。

0～40

评分说明：
（a）．专业指标评价的“基本要求”应满足如下因素：关键性能参数选取合理、样品状态

有效、样本量合理、现场产品数据可信、检测仪器/设备合理有效、检测方案科学可行、结果数
据合理有效等。

（b）．每个单项原始得分的满分分值为 100 分。
（c）．总分为所有“单项加权得分”之和。
（d）．评价过程中，如发现企业数据或信息造假，相应指标评分得 0分。

总分：
专家签字：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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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好产品质量可靠性对工业产品“提质强企”的牵引作

用，加快产品质量可靠性技术创新与应用，引导更多企业提高产

品质量可靠性意识，提升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根据《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联合开展产品质量可靠性创新

实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沪市监产质〔2024〕120 号），

制定本工作指南。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产品质量可靠性创新“最佳实践”培育孵化工作，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推动产品质量可靠性先

进经验在各行业的推广应用，促进产品提质升级，形成产品质量

可靠性创新实践的先进模式和显著成果。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的推动作用，

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产品质量可靠性

创新实践。

（二）聚焦重点，服务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攻方向，

推进可靠性创新技术向纵深发展，提升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和产

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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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结合各市产业特点及发展优势，

因地制宜细化工作措施，优化对企精准服务，提高培育孵化工作

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多方参与，社会共治。引导支持高等院校、行业组织、

专业机构、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培育孵化工作，协同合

作，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三、培育孵化对象

选择培育孵化对象应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一）行政管理辖区内从事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

备等重点产业的生产企业，可以适当兼顾其他产业；

（二）符合国家和本地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具有

良好社会信用记录；

（三）产品质量稳定、管理体系健全且有意愿开展产品质量

可靠性评价工作。

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应对照前款要求，结合辖区产业特

点选定培育孵化对象。

四、组织实施

（一）培训筑基。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和公益性

服务协同促进的服务体系，广泛开展产品质量可靠性基础培训，

普及产品质量可靠性基本知识，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可靠性意识，

鼓励企业学习产品质量可靠性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培养产品质量

可靠性专业人才，应用产品质量可靠性先进技术、方法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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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梯次培育。构建产品质量可靠性创新“最佳实践”梯

次培育体系，将基本符合“最佳实践”推荐条件的纳入第一梯队，

重点培育；将主要推荐条件尚有欠缺的纳入第二梯队，进行动态

跟踪培育；将主要推荐条件缺失较大的纳入第三梯队，进行夯实

基础培育。

（三）服务指导。建立“企业直通车”制度，各区（县）市

场监管部门组织专人做好对接服务，组织专家深入企业，对口包

联，针对产品质量关键环节，开展“一企一诊”的技术帮扶。

（四）提质升级。鼓励企业开展产品质量可靠性自我评价，

补齐产品全生命周期可靠性工程中的短板弱项，提升产品质量可

靠性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可靠性水平，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创新实践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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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