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质量链管理与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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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事关重大。文章概述质

量链、质量链管理的基本理论，分析当前我国边境贸易出口产品存

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原因，提出边境贸易出口产品实现质量链管理的

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构建顺畅、稳定的供应链和质量链确保边境

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质量链  质量链管理  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  

边境贸易“富民、兴边、强国、睦邻”，意义重大。

边境贸易出口产品特别是出口食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关系人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关系企业信誉，关系国家

形象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社会公信力。研究和解决边境

贸易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一直被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任重而道远。

一、关于质量链、质量链管理的概述

“质量链” 的概念是由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BC)的

学者首先提出的。目前，国内对质量链权威定义是：“组

织群共同参与实现的质量过程集合体，是质量流以及信息

流、价值流运行的载体”；对质量链管理权威定义是：

“以多个组织、多种要素共同参与质量形成与实现过程为

内容，以质量流、信息流、价值流为对象,通过控制关键链

节点，实现协调耦合、增值高效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体

系”。

学者研究认为，质量链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关键

质量特性和质量改进目标、识别关键链节点、进行耦合效

应分析和搭建质量链管理信息技术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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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质量管理循环进行扩充和延伸,实现质量链管理的策划、

实施、控制、改进，并与质量链主要内容一起,构成质量链

管理循环的运行模式; 质量链管理为质量竞争力的培育和

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工具和手段，它具有如下几方面的

功能与作用：（一）强调核心成员集中所有的相关方，围

绕顾客关注的关键质量特性进行管理和控制，确保满足顾

客的需求；（二）强调为质量链成员间结合部的过程控制

提供有效工具；（三）强调兼顾相关方利益，以多方共赢、

知识共享，保证质量链协调有序地运行；（四）强调适应

竞争方式进步的需要。 

二、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质量链管理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存在两种边境贸易形式---边民互市贸易和

边境小额贸易。由于边境贸易的特殊性，边境地区的食品、

农产品或者从内地市场零星采购的商品通过边境贸易市场

和国际边境贸易市场实现交易，最终成为国外市场的中国

出口产品。因此，当前我国边境贸易出口产品存在供应链

长、环节多、范围广和质量安全存在隐患等现实问题。主

要体现在：

1、生产、加工企业和流通领域主体责任意识淡薄。互

市贸易农产品加工企业多为小型企业，有的是家庭作坊式

生产，思想观念落后，小农意识强，习惯于“小打小闹”

，满足于“小富即安”，缺乏现代企业管理水平和长远发

展眼光；小额贸易的一些企业产业发展方式落后，产业化、

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管理水平较低，尤其是存在原

辅料采购验证、出厂检验等关键环节把关不严等现象；部

分企业自律意识不高，在利益驱动下，对自身存在的问题

隐瞒不报；在流通领域，个别业主在运输、储存和加工过

程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见利忘义、违规经营。由于

诸多问题存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导致一些生产

和加工企业、流通领域企业等的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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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2、对出口产品供应链的监管乏力。边境贸易出品产品

供应链是工业品的设计-原料-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出口

等的实物流动，或是食品、农产品从地头-互市贸易市场-

出口或餐桌等的实物流动，是一条实物链。目前，我国对

这一链条的监管采用多部门分段共管模式，主体机构是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务部等。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功能重

叠管理机制，导致了权责不清，各自为政，管理错位，重

复检查、重复处罚。同时，也造成了对食品、农产品行业

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监管，使得一些质量安全

问题明明存在，却因为没有明确对应的部门进行管理而成

为安全漏洞。

3、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手段落后、评价标准不一。以蔬

菜农药残留标准为例，中国颁布农残的指示为 58，涉及农

药 52种，而国际食品法典规定的指标为 827个，涉及农药

146种。又如：就产地环境质量而言，农业部行业标准

（NY5010—2001）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标准

（GB/T18407.1—2001）都对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质量作了

规定，但要求程度不同。对土壤环境而言，行业标准规定

铅含量限值为：pH 值<6.5 时为 250 mg/kg，pH 值在

6.5~7.5时为 300 mg/kg，pH 值>7.5 时为 350 mg/kg；而国

家标准则分别为 100，150，150 mg/kg，等等。

实践证明，在新形势下，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

已经对传统单环节的质量管理模式提出了新挑战。质量管

理理论能为培育和提升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开启新

的视角。因此，有必要研究和探索在边境贸易出口产品的

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交通运输企业、市场监管部门

和口岸查验部门乃至其终端用户之间建立一条敏捷、畅通、

受控、优化的广域质量链路，引入一体化、综合性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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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机制，即实现质量链管理。

三、质量链管理，是预防和解决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的有效方法

研究质量链管理理论和对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的特殊性要求，借鉴国内外优秀企业的做法，本文建

议：政府边境贸易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建立顺畅、

稳定的供应链和质量链，实现对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安

全的有效控制。

1、确定关键质量特性要求。目前，我国对边境贸易出

口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检验检疫有明确规定：国家禁止、限

制出口和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依照进口国家或地区强制性标准、依照我国标准或边境贸

易合同（合约、确认书）（进口国家或地区没有标准要求

的）或双方确认的样本要求实施检验检疫；高于强制性标

准的，依照我国标准或边境贸易合同（合约、确认书）或

双方确认的样本要求实施检验检疫。

关键质量特性要求，即终端用户的质量要求。确定关

键质量特性要求，就是政府边贸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和口岸查验部门、生产加工企业以及质量链

上所有成员单位，根据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规定，

结合终端用户的质量要求，确定出口产品的品质要求，并

把这一品质要求作为质量链上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转化

成所有成员分别承担的或者认可的产品开发、设计、生产、

营销等每个环节的质量标准。

2、选择优秀的供应商。在供应链环境下，产品的生产、

销售、服务等需要由供应链成员共同完成。同样，产品质

量的形成和实现过程也分布在整个供应链范围内。因此，

优秀供应商是建立稳定供应链和质量链的基础。选择供应

商，应考虑如下因素：

（1）质量因素：要用最低的价格买到适合本企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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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产品。

（2）价格因素：采购价是采购方成本的重要部分，是

采购方产品利润的构成。

（3）位置因素：供货商位置对送货时间、运输成本、

紧急订货与加急服务的回应时间都有影响，能够形成社会

信誉及良好的售后服务。

（4）供应商库存政策因素：拥有安全存存将有助于设

备特发故障的解决。

3、识别关键链节点。边境贸易出口产品质量链，是各

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实现的质量过程集合体，是质量流以及

信息流、价值流运行的载体。边境贸易出口产品当中，对

于工业产品的质量而言，是一条产品设计-原材料投入-生

产过程控制-产地检验检疫或互市贸易市场-交通运输-口岸

查验-换证换单-发证放行-后续监管的质量链路；对于食品、

农产品的质量而言，是一条种养殖基地-生产加工-产地检

验检疫或互市贸易市场-交通运输-口岸查验-换证换单-发

证放行-后续监管的质量链路。根据质量链管理理论，在这

条质量链中，核心成员单位应为当地政府的边贸管理部门，

成员单位应为生产、加工企业，运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和口岸查验部门。核心单位的作用应表现为控制和协调其

他成员单位在质量链中的运作方式，优化关键链节点上的

耦合效应，提升质量链满足外贸顾客要求的能力；成员单

位的作用应表现为具有各自的质量保证系统，在基于特定

产品的质量链中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的质量职能。在

产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责任，核心单位应负总责；成员单

位市场监管部门和口岸查验部门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生产、加工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应是责任主体、负第一责

任。质量链上各成员单位共同构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合、

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

4、分析耦合效应。就是分析质量链成员中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

力的程度。分析耦合效应就是为了确定输入输出之间的作

用机制与对应关系，为提升耦合效应指明方向。同时，也

有助于质量链各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不

断提高产品(服务)质量。

边境贸易出品产品质量链链节点有很多耦合，下面列

举几个关键链节点的耦合：

（1）政府边贸管理部门处于主导地位，在尊重自然规

律和以质量安全为纽带的前提下，运用专业人员、有效数

据、法律法规、标准和体系文件等质量要素，统一指挥质

量链上以经济合同（合约、确认书）为依据联合在一起的

生产、加工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制定激励措施，为彼此

的合作提供良好的参与和沟通氛围。

（2）生产、加工企业、交通运输部门依据各自优势积

极配合、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利益共享、风险同担，为

质量链整体利益而合作。

（3）政府边贸管理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口岸查验部

门和社会非营利性机构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配

合。

（4）政府边境管理部门要服从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约束，

履行社会责任；监管部门要为政府边贸管理部门提供良好、

及时的服务，共同参与质量链上质量形成的全过程。

5、构建信息技术平台。质量链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主

要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知识库管理等。构建信息技

术平台，有利于政府边贸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交通

运输部门和口岸查验部门、生产加工企业以及质量链上所

有成员单位，构建稳固的供应链和质量链和对供应链和质

量链实行有效的动态管理和过程控制，也有利于协作成员

之间的技术交流和质量文化交流。

6、过程控制和动态管理。过程控制，即在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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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体现出管理的存在，使影响产品的人、机、料、方法

和环境等要素处于受控状态；动态管理，就是要根据内外

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在管理上要快速适应环

境的不断变化。主要内容有：

（1）对产品设计、试制、检验、包装、储存、运输及

对国外市场的调研预测、业务洽谈、成交合同、贷款支付、

售后服务等从生产到出口的全部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

各项工作，实行全过程控制、全面质量管理。

（2）为了保持持续的竞争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和优化

业务流程，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巡检和再评估，淘汰不合格

成员，吸收新成员，对质量链进行动态管理。

（3）将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纳入当地人民政府绩效考

核评价内容，并建立订单激励、价格激励、淘汰激励和政

府奖励等质量激励机制，使质量链上的生产、加工企业和

交通运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及口岸查验部门等协调配合、

有效运作，达到规定的质量目标。

（4）建立质量审核评价系统和质量数据知识库，实现

各成员单位对质量问题的快捷、高效的处理。

7、推进质量文化的深度融合与交流。共同的质量文化，

才能培养关于质量问题的共同价值取向、规范和思想方式。

政府边贸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口岸

查验部门、生产加工企业以及质量链上所有成员单位，只

要加强质量文化的沟通和深度融合，就能增强政企之间、

企企之间的亲和力，就能实现共同的质量文化价值观，就

能实现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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