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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是企业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本文浅要分析了诚

信营销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了诚信对于第三方检测与认

证机构发展的影响，并介绍了 Intertek天祥集团对于诚信经验采取

的廉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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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营销是企业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不断开拓市场的

基本活动，是市场营销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一个企业的立足之本和发展之源。一个企业要做大、做

强，就必须树立自己的诚信形象，开展诚信工作。在竞争

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中，企业应树立质量诚信的理念来

指导企业开展营销活动，在保证企业利益的同时，维护消

费者和社会的利益，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 诚信营销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市以诚为本，诚以信为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

业实施诚信营销，不仅是社会和广大消费者对企业的要求，

更是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和立足之本。营销过程

中的诚信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无形资源，是企业经济发

展的无形推动力，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1.1. 诚信营销是企业生存之本

任何游戏都应该有游戏规则，市场经济的运行也不例

外，任何不按市场规则操作的企业都将被淘汰出局。市场



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就是诚信。诚信营销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内在要求，是企业应该对社会承担的基本义务，实施诚

信营销符合企业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不实施诚信营销,就无

法赢得顾客和合作者；不实施诚信营销,就会极大的削弱企

业的竞争力，企业就不可能在市场中立足。

1.2. 诚信营销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已经越来越白

热化，企业竞争力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从短期来看，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产品

开发、技术创新、流程再造等，但从长远来看，决定企业

竞争力的最根本的基础是实施诚信营销。企业营销过程中

的诚信作为企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资源,能使企

业赢得长久不衰的市场认同、品牌价值和丰厚利润，使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诚信营销是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实施诚信营销，企业才能赢得顾客、赢得市场,从而

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3. 诚信营销是企业创造顾客和利润的源泉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活动变

的越来越理性、成熟，伴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

提高，消费者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信誉好的企业所生产的

产品。如果让每一位都感受到企业营销讲诚信，顾客才会

对企业的营销及产品产生依赖，而且这些顾客会间接成为

企业的义务宣传员，从而使产品形成口碑效应，增加企业

的顾客，产生更多的利润。企业应该尽量保证营销活动的

公开、公平和公正，始终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

不断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2. 诚信是第三方检测与认证机构的生命

诚信经营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



对于 Intertek天祥集团这样本来就以质量和社会责任为己

任的第三方检测与认证机构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把第三方机构叫公证行、

公证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三方机构更多面临的是

接受收货人或发货人的委托，甚至已经发挥第二方的角色

与作用。而近几年来，国内在食品安全质量方面发生的一

系列严重的事故，引起了相当部分群众对于当前社会诚信

缺失问题的担忧，甚至对第三方机构能否发挥质量防线作

用产生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在客户是上帝的环境下，如何在业务、

业绩压力之下，继续保持诚信与公正，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第三方机构虽然不是政府监督部门，但由于检验、审

核测试结果直接关系到对象的切身经济利益，甚至生杀大

权。因此，验货员、审核员往往会成为被客户“搞定”的

对象。特别是一些质量，环境、安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的

工厂、贸易关系人，会设法对第三方机构的员工行贿。少

则几百，多则几千。这是一个很盛行的潜规则，也是我们

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方面。

当客户要求你修改测试结果，把不合格改为合格，你

干不干。客户要求你两天内完成测试，而化学测试最快的

流程要三天，你会答应吗？如果你满足客户要求，生意保

住了，诚信失去了；如果你不接受客户要求，客户可能失

去，但诚信维护了。Intertek 的态度是，诚信维护高于一

切。因为非常简单，如果你接受客户不合理要求，甚至可

以不做测试就出报告和发证书，那么整个诚信系统就会完

全失效。最终，只能保留劣质客户，绝大多数好的客户都

会离你而去。Intertek 在中国的规模能从最初的几人发展

到今天超过 8000名员工，这和 Intertek“诚信为本”的经



营原则是分不开的。

3. 诚信不是口号，是一个系统

讲到诚信，单单追求质量并不是一件难事，困难在于

是否能建立起一个维护诚信的系统。

在 Intertek随处可见一个“廉洁公正，人人有责”的

布告，告知所有员工，如果你发现公司存在严重的质量问

题、诚信问题、廉政问题，你可以联系从伦敦总部到各个

国家地方的廉政专员，布告上印有电话、邮箱以及人员姓

名。并且公司会确保举报人的权益不受到任何侵害。

3.1. Intertek廉政政策

Intertek一直以来积极倡导供应链中各方，包括客户、

供应商、厂商及其他相关组织积极建立、健全各方的廉政

政策、公司及员工操守条例；及时宣传此类廉政政策、条

例至所有相关各方知悉并配合遵守；对组织内所有员工加

强培训及相关工作指引，以正确处理任何违反廉政、涉嫌

贿赂的情形；有明确的纪律处分体系对违反政策的行为进

行处理。

Intertek认为在行贿受贿过程中涉及的中间人、接受

方及提供方在违规程度上是均等的，因此，诚信问题必须

由各方共同管理，这其中包括 Intertek、Intertek 的客户

以及客户的供应商和厂商。这一理念得到绝大多数客户的

认同及配合。Intertek 一直以来不断呼吁更多的客户、供

应商和企业与 Intertek达成共识，在严格规范第三方人员

行为的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相应的廉政守则或操

守条例，加强对企业所有员工的廉政诚信培训，提供正确

的工作指引，杜绝向第三方人员提供不当利益的行为。

Intertek努力与客户、供应商和企业共同营造公平的合作

秩序及廉洁的市场环境，促进供应链中各方的共同发展与

繁荣。



Intertek内部也一直在不断完善廉政政策以约束员工

在业务工作中的行为操守。在有贿赂事件发生的时候，

Intertek合规及风险管理部会对事件展开深入地调查，如

果确认属实，就会对相关人员作出处理。如果事件不属实，

Intertek也绝不会让任何一名员工蒙冤。

3.2. 日常培训增强廉政意识

Intertek每年都会为员工举办一次廉政政策培训，针

对不同岗位所面临的廉政风险，分别同业务部门经理、客

户服务专员及普通员工开展基于真实案例分析的廉政培训

并在培训过程中开展热烈讨论。内容包括公司的廉政政策、

体系及流程；自我诚信管理、如何处理企业试图行贿的行

为等，并使员工们从真实案例中切身体会到廉政对于自我

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减少和杜绝贿赂的发生，Intertek 还会视情况给

予员工关于世界各地反贿赂法案的培训及更新，为员工和

公司自身都营造了更美好、更公平的未来。

“一家企业缺少诚信，只是唯利是图，不顾质量、不顾

报告的准确性，甚至客户的任何条件都答应，这都是很严

重的错误，”Intertek 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柏学礼说。

Intertek的测试员在工作工程中是不知道检测产品的具体

出处的，这从根本上杜绝了测试过程中假公济私的情况，

提高了测试的公平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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