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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电行协字〔2022〕48 号

关于修订山西省电力行业优秀 QC 小组
活动成果等评价标准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近年，中国质量协会先后发布了《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

（ T/CAQ10201—2020 ） 和 《 质 量 信 得 过 班 组 建 设 准 则 》

（T/CAQ10204—2017），为做好山西省电力行业优秀 QC 小组活动

成果和信得过班组的评价与推荐工作，协会制定了 2022 版的问

题解决型课题成果评价标准、创新型课题成果评价标准和电力行

业质量信得过班组自评表，对《山西省电力行业优秀 QC 小组活

动成果等评价管理办法》（晋电行协字〔2020〕7 号）文中的相关

评价标准进行代替。现予印发，请认真参照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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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问题解决型课题成果评价标准

2.创新型课题成果评价标准

3.电力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自评表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2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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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问题解决型课题成果评价标准
序

号

评价

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得

分

1 选题

(1)所选课题与上级方针目标相结合，或是本小组现场急需解决的问题；

(2)选题理由明确，用数据数据说明；

(3)现状调查（自定目标课题）为设定目标和原因分析提供依据；目标

可行性论证（指令性目标课题）为原因分析提供依据；

(4)目标可测量、可检查；

15 分

2
原因

分析

(1)针对问题或症结分析原因，逻辑关系要清晰、紧密；

(2)每一条原因已逐层分析到末端，能直接采取对策；

(3)针对每个末端原因逐条确认，以末端原因对问题或症结的影响程度

判断主要原因；

(4))判断方式为现场测量、试验和调查分析。

30 分

3

对策

与实

施

(1)针对主要原因逐条制定对策，进行多种对策选择时，有事实和数据

为依据；

(2)对策表按“5W1H”要求制定；

(3)按照对策表逐条实施，并与对策目标进行比较，确认对策效果；

(4)未达对策目标时，有修改措施并按新措施实施。

20 分

4 效果

(1)小组设定的课题目标已完成；

(2)确认小组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事求是；

(3)实施的有效措施已纳入相关标准或管理制度；

(4)小组成员的专业技术、管理方法和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并提出下一

步打算。

20 分

5
成果

报告

(1)成果报告真实，有逻辑性；

(2)成果报告通俗易懂，以图表、数据为主。
5分

6 特点

(1)小组课题体现“小、实、活、新”特色；

(2)统计方法运用适宜、正确；

(3)在电力行业内具有示范性、可推广性。

10 分

7
总体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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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创新型课题成果评价标准
序
号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得
分

1 选题

(1)选题来自于内、外部顾客及相关方的需求；
(2)广泛借鉴，启发小组灵感、思路和方法；
(3)设定目标与课题需求一致，目标可测量、可检查。
(4)依据借鉴的相关数据论证目标可行性。

20 分

2
提出方案
并确定最
佳方案

(1)总体方案具有创新性和相对独立性，分级方案具
有可比性；
(2)方案分解已逐层展开到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
(3)用事实和数据对每个方案进行逐一评价和选择；
(4)事实和数据来源于现场测量、试验和调查分析。

30 分

3
对策与实

施

(1)方案分解中选定可实施的具体方案，逐项纳入对
策表；
(2)按 5W1H 要求制定对策表，对策即可实施的具体
方案，目标可测量、可检查，措施可操作；
(3)按照制定的对策表逐条实施；
(4)每条对策实施后，确认相应对策目标的完成情
况，未达目标时有修改措施，并按新措施实施。

20 分

4 效果

(1)检查课题目标的完成情况；
(2)确认小组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事
求是；
(3)有推广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已形成相应的技术
标准或管理制度；对专项或一次性的创新成果，已
将创新过程相关材料整理存档。
(4)小组成员的专业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并提
出下一步打算。

15 分

5 成果报告
(1)成果报告真实，有逻辑性；
(2)成果报告通俗易懂，以图表、数据为主。

5分

6 特点

(1)充分体现小组成员的创造性；
(2)创新成果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在电力行业内具有
示范性；
(3)统计方法运用适宜、正确。

10 分

7 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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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电力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自评表
序

号

评价

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1
需求

确定

(1)班组定位明确，并与企业发展需要相适应；

(2)顾客和相关方识别全面，关键顾客和相关方确定有依据；

(3)顾客和其他相关方需求识别有相应方法，关键需求清晰、具体。
15 分

2
建设

策划

(1)班组基于能力评估，识别差距，确定关键改进工作；

(2)关键改进工作具体、可落实，有针对性；

(3)班组建设目标清晰，并与关键改进工作相对应；

(4)测量指标综合考虑班组建设目标和年度工作目标；

(5)建设计划清晰具体，可实施性强。

25 分

3
建设

过程

(1)班组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提升成员能力。能力提升方案聚焦

建设目标，针对性强；

(2)班组开展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强化成员质量意识，为质量

信得过班组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3)班组按照实施计划，对基础管理工作进行改进完善，关键质量

控制点明确，建立并完善符合班组实际的制度、办法等；

(4)班组灵活开展形式多样的改进、创新活动，并形成相应的管理

制度、办法；活动成果得到有效推广利用。

30 分

4
建设

成效

(1)班组建设目标达成，测量指标结果良好，对比结果领先；

(2)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等外部评价结果良好；

(3)班组和班组组员取得相关荣誉；

15 分

5 特色

(1)程序严谨，系统性、逻辑性强；

(2)形成特色鲜明、可供推广的最佳实践；

(3)数据、信息详实充分。

15 分

6
总体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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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印制 2022 年 9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