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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熊伟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质量与绩效管
理研究所所长、科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 留日博
士、国际 ＱＦＤ组织（ＩＣＱＦＤ）唯一中国籍常委、中国质量协会理事、
全国 ＱＦＤ研究会副主任、全国六西格玛推进委员会专家委员、全
国质量奖评委、宁波市市长质量奖专家评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运营管理重点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 曾师从国际著名质
量专家新藤久和教授和 ＱＦＤ创始人赤尾洋二教授，是软件质量功
能展开（ＳＱＦＤ）开拓者、全日本 ＱＦＤ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人。
在质量科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曾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西
蒙（Ｈ．Ａ．Ｓｉｍｏｎ）教授的高度评价。



序　　一
紧随 ２００８ 北京奥运会之后，第十四届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研讨会（ ＩＳＱＦＤ）首

次在中国召开，标志着中国质量功能展开（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ＱＦＤ）推广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很欣喜地看到，作为中国国内 ＱＦＤ 研究与实践成果的
集大成，枟质量功能展开———从理论到实践枠一书即将付梓。 我浏览了初稿后，
欣然允诺为该书作序，因为我发现这是一本关于 ＱＦＤ 的难得的好书。 追忆 ＱＦＤ
在中国的推广和第十四届 ＩＳＱＦＤ 的申办过程以及作者写作该书的种种，我不禁
感慨万千，特作此序与读者共飨。

本人 １９６６ 年左右开始萌发质量功能展开的想法，１９７２ 年总结了当时的想
法在几家企业试行，最终发表了“质量展开的系统”论文，１９７８ 年又与已故水野
滋博士合著了 ＱＦＤ方面最早的专著———枟品质机能展开枠。 加上从最初开始就
作为一只手臂协助研究的新藤久和博士的奋力推广，还有吉泽正教授、大藤正教
授、小野道照教授和海外诸多学者、专家的研究，以及丰田汽车、三菱重工神户造
船所等众多企业的实践，质量功能展开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在世界范围内广
泛应用。

本人与作者相识已久。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该书作者熊伟来日本留学，
我担任其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之一，并最终主持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使他成为
全日本 ＱＦＤ 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人。 在此期间，在以本人为委员长的日本
科学技术联盟 ＱＦＤ研究会中、在山梨大学的课堂上，以及在国内外各种质量学
术活动中，熊伟紧随我积极参与 ＱＦＤ 的各种研究和学术活动。 他与新藤久和教
授共同开拓了软件质量功能展开（ＳＱＦＤ）研究新领域，首创了 ＳＱＦＤ 理论和应用
模型。 这些成果在日本权威期刊枟品质枠上刊载，并在第一届 ＩＳＱＦＤ 等国际会议
上发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同时得到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奖者西蒙（Ｈ．Ａ．
Ｓｉｍｏｎ）教授的高度评价。

２００３ 年底，熊伟回国赴著名的浙江大学任教，我要求他在中国推广 ＱＦＤ，并
联络了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组织委员会（ ＩＣＱＦＤ）、美国 ＱＦＤ 研究院和日本科学技
术联盟 ＱＦＤ 委员会等给予协助。 此后，他不断向我报告中国国内 ＱＦＤ 的推广
进展情况：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中国质量协会 ＱＦＤ 研究会成立，上海召开 ＱＦＤ 研讨会
等。 熊伟也为数十家大型企业提供 ＱＦＤ 培训和咨询，为中国质量协会以及深圳
市质量协会等地方协会讲授 ＱＦＤ 公开课，并应邀作 ＱＦＤ 专题报告数十场。 熊
伟团队的 ＱＦＤ 研究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重大研究计划）、国际合作



· ｉｉ· 序　　一
以及十多项企业横向课题的资助，形成多个 ＱＦＤ 研究的新方向，使浙江大学成
为国际上 ＱＦＤ 研究的重要基地，也使中国 ＱＦＤ 学术研究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鉴于其研究业绩，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组织委员会吸收熊伟教授为唯一中国籍的
ＩＣＱＦＤ 常委。

２００５ 年熊伟孤身一人来到墨西哥参加第十届 ＩＳＱＦＤ，并声明中国要申办
ＩＳＱＦＤ。 历时 ４ 年，各国 ＱＦＤ 人士终于相会在北京，来见证中国 ＱＦＤ 的发展。
这本书就是中国 ＱＦＤ 成果的展现，也是浙江大学 ＱＦＤ 团队研究和实践的集大
成。

如果你浏览此书，我想你会感觉到其他著作没有的新鲜感，因为该书既吸取
国际上质量功能展开方法的精华，又融入该书作者多年对 ＱＦＤ 的理论研究成果
和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而形成该书独特的整体框架和具有特色的 ＱＦＤ 理论方法
体系。 其中包含技术、可靠性及成本的综合 ＱＦＤ 和涉及十几个行业领域中 ＱＦＤ
的应用案例，则是该书的两个最大亮点。

继熊伟第一本 ＱＦＤ 专著（枟质量机能展开枠，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出版之
后，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对 ＱＦＤ 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普及起到积极作用，而且
对国际 ＱＦＤ 学术界和企业界来说也是一大贡献。 为此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组织
委员会积极推荐该书，它既可作为 ＱＦＤ 培训教材，也可用作研究参考书。 相信
该书一定能在中国 ＱＦＤ 研究和应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

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组织委员会主席

赤尾洋二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于东京



序　　二
恰逢浙江大学成立质量与绩效管理研究所之际，喜闻熊伟教授在关于质量

功能展开（ＱＦＤ）理论的第一本专著枟质量机能展开枠之后，又一力作即将面世，
余甚感欣慰，欣然接受邀请为该书作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熊伟远赴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所从事的就是质量功能展
开的研究。 在日期间，熊伟积极参与日本质量管理学会和日本科学技术联盟举
办的各项 ＱＦＤ 相关的活动和 ＩＳＱＦＤ 等国际会议，对软件质量功能展开也展开了
深入的研究，首创了 ＳＱＦＤ 理论和应用模型。 其研究成果得到国际上相关学者
的认可和赞誉，尤其是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西蒙教授的高度评价。

熊伟 ２００３ 年回国后，仍致力于 ＱＦＤ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并继续与日方的
友好合作。 ２００８ 年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研讨会首次在中国的召开，更让我看到了
熊教授对 ＱＦＤ 在中国推广工作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他所带领的浙江大学质量
研究团队现已成为中国 ＱＦＤ 研究的中心，团队有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致力
于 ＱＦＤ 相关理论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以 ＱＦＤ 为主题的研究先后获得中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ＮＳＦＣ）面上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等多项科研课题及数十项企
业横向课题的支持。 此外，熊教授还为中国数十家著名大型企业提供了 ＱＦＤ 培
训和咨询。

目前，以熊伟教授为所长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质量与绩效管理研究所，更是
为中国质量管理，尤其是 ＱＦＤ 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本人受邀作为研究所
的顾问，这对加强中日双方的合作有着积极意义。

熊伟教授 ２００５ 年关于 ＱＦＤ 理论的第一本专著枟质量机能展开枠在中国引起
了巨大反响，对 ＱＦＤ 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大量的
研究和应用实践中，该书作者体会到中国理论界对 ＱＦＤ 还缺乏广泛、深入和系
统的研究，企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ＱＦＤ 的重要作用与潜力，尤其是针对不同
行业该如何应用 ＱＦＤ 仍然感到困惑，而这也正是作者撰写该书的初衷。 在该书
中，作者通过全面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生动翔实而丰富多彩的案例分析，向
读者介绍了 ＱＦＤ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前瞻性和实用性是该书的特
点。

该书作者潜心致力于 ＱＦＤ 研究多年，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 该书
的主要内容就是作者回国后所取得成果的集大成，该书抛开高深的理论，而借助
众多应用实例，详述 ＱＦＤ 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可谓化繁为简，深入浅出。 对关



· ｉｖ· 序　　二
心 ＱＦＤ 理论的学者和尝试应用 ＱＦＤ 的企业都大有助益。

在此，本人拙笔一序，希望该书的出版，能让 ＱＦＤ 为各行各业所熟悉，使之
为中国产业界更好地服务，对促进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所贡献。 相信该
书的出版必将促进 ＱＦＤ 在中国产业界的高效实施，而且对国际 ＱＦＤ 学术界来
说也是一大贡献。 特写此一序，郑重推荐之。

日本科学技术联盟 ＱＦＤ委员会委员长
山梨大学教授

新藤久和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于富士山下甲府市



序　　三
人们对质量功能展开技术实践活动的认识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日本的三菱重

工企业。 经日本著名质量管理专家赤尾洋二教授发掘、归纳、提炼后，形成了比较
系统的质量功能展开（ＱＦＤ）理论。 日本质量管理理论、方法和经验被世人称道并
迅速得到推广。 质量功能展开的理论架构和系统化的应用技术，使这一理念具备
了与其他质量管理方法不同的特点。 它强调将客户的要求准确无误地体现到产品
的设计、制造、寿命、循环当中。 在产品开发和设计阶段就讲究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质量，预防因质量问题产生浪费或成本过高，实施对产品适用性的全方位保证。
因此，ＱＦＤ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公认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之一。

熊伟教授曾师从赤尾洋二先生，一直致力于 ＱＦＤ 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是中
国质量协会 ＱＦＤ课题研究方面的主要专家之一。 该书是他十多年来对 ＱＦＤ 的
研究成果之一。 书中以 ＱＦＤ 理论体系为核心，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包括技术、可
靠性、成本的综合 ＱＦＤ 理论，并通过 ＱＦＤ 在十几个行业领域中的应用案例，形
成了以 ＱＦＤ 理论体系、方法论和实践操作指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书架构。 全书
体系完整，内容新颖，简明扼要，兼顾学用，案例经典、丰富，很适合质量工作者阅
读，也可以用作院校有关专业教学时的参考用书。

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离不开先进的
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作为全国性的质量组织，中国质量协会始终以传
播先进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推进中国质量事业的发展为组织的使命，努力成
为中国质量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最有号召力的组织者、最有价值的服务提
供者。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质量管理的整体水平、倡导质量文化、引导更多的企
业追求卓越的质量经营，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国内知名质量专家、学者和质量工作
者，与国内知名出版社合作，共同策划了一套反映近十年来质量领域最新理论和
研究成果的枟卓越质量丛书枠。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是本套丛书之一。 相信该书的出版能够有益于推
动中国 ＱＦＤ 的研究与发展，提高 ＱＦＤ 应用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对中国质量事
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质量协会秘书长

戚维明

２００９年 １月于北京



前　　言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顾客满意度并取得

持续竞争优势已是各组织、公司、地区乃至国家所关注的问题。 质量功能展开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ＱＦＤ）是在满足顾客期望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产
品设计、开发与生产的一套严谨的科学方法。 作为一种先进的产品创新设计理
论、一种卓有成效的顾客满意定量实现技术，ＱＦＤ 已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新产品开发设计、规划决策、软件工程、服务管理等领域的应用成效甚为显著。
今天，伴随着国内企业自主创新意识的提高，ＱＦＤ 技术已在中国各界引起了广
泛的重视。

自本人所著的第一本 ＱＦＤ专著枟质量机能展开枠出版以来，至今已发行五千
余册。 通过该书，中国质量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对 ＱＦＤ 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这
种认识大多局限于 ＱＦＤ 最初始的应用领域———产品开发，中国理论界对 ＱＦＤ
还缺乏广泛、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企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ＱＦＤ 的重要作用与
潜力。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内 ＱＦＤ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另外，也是受国内众多企
业和相关社会团体的一再邀请，作者将近几年浙江大学质量研究团队对 ＱＦＤ 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总结形成了本书。

本书系统地论述包含技术、可靠性和成本展开的综合质量功能展开理论和
操作实务，提供在全球化商业环境下企业应用 ＱＦＤ 的实践框架，讨论质量功能
展开的新发展、新观点及新技术，分析 ２１ 世纪 ＱＦＤ 的动向与发展趋势，介绍
ＱＦＤ 支持软件工具。 本书最大的亮点是结合了中国实际的应用案例，这些 ＱＦＤ
在各行各业的实例将为读者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提供指南。

全书分三篇共 １８ 章。 第一篇为 ＱＦＤ 基本原理与方法，包括第 １ ～５ 章的内
容。 第 １ 章介绍 ＱＦＤ 理论的起源、基本概念、原理及应用效果。 第 ２ 章主要介
绍质量屋（ＨＯＱ）技术，包括质量屋的组成和构造过程。 第 ３ 章介绍当前主流的
ＱＦＤ 理论模式，包括美国供应商协会的四阶段模式和原汁原味的赤尾模式。 第
４ 章探讨国内 ＱＦＤ 的应用现状与理论研究动向，细致地分析了近十年国内 ＱＦＤ
的研究与应用现状，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课题。 第 ５ 章介绍了 ＱＦＤ 软件及其操
作说明，开发 ＱＦＤ 软件有利于推广 ＱＦＤ在实际企业中的应用。

第二篇着重论述包含技术、可靠性和成本的综合 ＱＦＤ，包括第 ６ ～８ 章。 第
６ 章首先引入技术展开，内容上按照功能展开、装置展开和零部件展开的逻辑顺
序进行分析。 第 ７ 章介绍可靠性展开，讨论了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ＦＭＥＡ）及
故障树（ＦＴ）表及可靠性分析矩阵图。 第 ８ 章为成本展开，讨论了目标成本的设



· ｖｉｉｉ· 前　　言
定、功能成本的求解及变换，最后介绍了零部件成本展开的相关内容。

第三篇用 １０ 个章节介绍了机械产品、房地产、电信、软件、餐饮业、旅游业、
制药业等众多行业领域的应用案例。 这些案例均是熊伟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及众多横向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能为在相关行业开展 ＱＦＤ 的研究与
应用提供参考和操作指南。

本书凝聚了作者十多年从事 ＱＦＤ 理论研究、教学和实践的成果与经验，具
有如下特色：

（１）新颖性。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包含技术、成本和可靠性展开的综合
ＱＦＤ 理论和操作实务，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２）实践性。 本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书中第三篇所介绍的案例，绝大多数
是出自本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 通过展示 ＱＦＤ 在房地产、电信、软件、机械产
品、餐饮业、制药业、旅游业等众多行业领域的具体应用过程，本书为读者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指南。

（３）系统性。 本书既系统地论述了质量功能展开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又介
绍了综合 ＱＦＤ 技术，ＱＦＤ 的新发展、新观点及新技术，分析 ２１ 世纪 ＱＦＤ 的动向
与发展趋势，介绍了 ＱＦＤ 支持软件工具等。

在本书的成稿过程中，国务院参事郎志正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教授
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国际权威质量学者赤尾洋二先生、国际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新
藤久和先生、中国质量协会秘书长戚维明先生，在百忙之中仍不忘关注拙作的出
版，不吝为拙作赐序，其九鼎之言，使拙作蓬荜生辉。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另
外，在此要特别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７０４７２０５６）和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９０７１８０３８）及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７０ 所、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深
圳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巨石集团、中国电信金华市公司、东忠软件有限公司等
企业对 ＱＦＤ 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

本著作的完成，还须衷心感谢浙江大学质量研究团队成员的通力合作，以及
同济大学邵鲁宁博士提供了第 １６ 章的经典案例。 在撰写过程中，一批有学术造
诣而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写作和材料的整理。 他们是：
王晓暾（第 ４ 章、第 ９ 章）、权婧雅（第 １０ 章）、吴志新（第 １２ 章）、燕刚（第 １３
章）、刘睿泳和布阿依夏木（第 １８ 章）。

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中国质量协会战略发展部赵建坤、刘治宏和王丽林的
精心策划，以及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熊　伟
２００９年 ６月于浙江大学紫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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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质量功能展开基本
原理与方法

第 1 章　质量功能展开概论
１．１　质量功能展开的诞生与发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日本产品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当时“日本需要从美国和欧
洲进口产品和技术，这样日本才可以制造相似的产品”。 到了 ６０ 年代，美国质量管
理学家戴明在日本的讲学使日本企业对“质量”的认识彻底改观，他们充分认识到质
量对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在世界竞争中的作用。 随后日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质量兴国运动，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从美国引入统计质量管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ＱＣ）。 用统计方法进行工序控制，以及 １９６２ 年 ＱＣ 小组的诞生等，都是日本
处于统计质量管理全盛时期的标志。 １９５４ 年，质量管理专家朱兰（ Ｊｕｒａｎ）博士提出
质量管理是经营管理的一个环节，日本质量先驱者石川馨博士等也号召：“包括经营
领导在内，大家来做质量管理”，还有费根保姆（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６１ 年出版了枟综合质
量管理枠（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ＱＣ）一书，这些都将 ＳＱＣ 向 ＴＱＣ 方向推进。

此后，日本企业开始“利用因果图对造成产品问题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并采取
措施防止同类问题的再次发生，这样的活动被一次次重复进行从而形成了技术的积
累，产品质量比最初大有改进，最终日本多数产品的质量超过美国和欧洲，日本没有
可以模仿的对象从而需要自己开发新的产品”。 这时，“对于新的产品，保证什么”成
了困扰企业的问题。 另外，１９６４ 年日本举办了东京奥运会，随之开通了东海道新干
线，日本经济以汽车工业为龙头进入高度成长时期。 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很多日本
国民逐渐得到了所需求的物品，但该现象也意味着日本进入了更加严峻的时代。 曾
经的只要大量、廉价并及时地提供人人都想购买的产品，均会被一销而空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 当所需求的物品基本齐全后，人们开始要求符合自己爱好的产品，这也
就是价值观多样化的开端。 这导致了企业之间新产品开发的激烈竞争，并一直延续
至今。

在制造阶段的质量管理取得极大成果之后，日本迎来了新产品开发的新时代。
该时代的质量保证的重点，被迫向如何生产何种产品方向移行。 在产品规划阶段，就
需要判定该产品是否能使顾客满意。 因此，从事规划及设计的技术人员，需要亲自听



取开始主张多样化价值观的顾客要求。 这种移行变迁，使质量保证活动面临难题。
在此之前，检查方面有抽样检查理论，工序管理方面有控制图及各种统计方法来控制
产品质量。 当时的质量保证活动是以制造阶段为中心进行的，规划及设计阶段作为
专业技术的领域，对其仅实施质量保证教育，而不涉及具体的质量管理活动。 很多设
计人员认为，质量管理是属于制造现场进行的活动，即使有效但不适用于设计部门。
然而，进入新产品开发时代之后，本来与质量保证活动无缘并统治技术领域的规划和
设计部门，被认为是质量保证的最重要的对象而备受关注。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规划和设计部门应该基于何种思路，进行怎样的质量保证
活动才能使顾客满意呢？ 针对这个问题的两点疑问是赤尾洋二博士（当时日本山梨
大学教授）萌发质量功能展开想法的起因。

（１）设计质量开始受到重视，但究竟应该怎样确定设计质量呢？
（２）虽然 ＱＣ 工序表已经用于质量保证，但为了确保设计质量的重点，为什么在

产品生产开始之前不能预先确定控制点和检测点，并在 ＱＣ 工序表中准确地传达给
生产现场呢？

正巧那时，普里斯通轮胎公司久留米工厂的鸳海清隆制作了“工序保证项目一
览表”。 其主要内容是为了达到产品保证项目中的产品重量要求，工厂怎样保证成
型重量。 该厂在一览表中用因果分析图寻找哪些是制造工艺中应该保证的项目，并
且，把产品保证项目与对厂外的保证项目的联系也列入一览表中。 普里斯通公司用
此表对厂内的质量保证体制进行了整顿，抽出问题点进行改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赤尾洋二教授敏锐地察觉到“工序保证项目一览表”不但连接了真正的质量和
工序要因，而且使厂内保证项目与厂外保证项目联系了起来。 于是，赤尾教授便设想
在生产开始之前就构造 ＱＣ 工序表，对“工序保证项目一览表”新增加了设计着眼点
栏目，并构想把一览表的想法应用于新产品开发的质量保证。 赤尾洋二教授考虑在
新产品开发中怎样计划、设计、制造为满足顾客要求应该具有的质量。 当时给这种想
法以目标质量展开的名称，并在几家企业进行试行，结果表明这种想法对新产品的开
发是非常有效的。 于是，赤尾洋二教授等总结了 １９６６ 年以来在各公司的合作研究成
果，并于 １９７２ 年发表了“新产品开发与质量保证———质量展开的系统”一文，首先使
用了“质量展开”一词。 此文中给出了 １７ 项工作步骤，它显示了今天的质量展开的
基本内容。 但是，因为在制造工序中用因果分析图的形式表示项目进行，存在因重
复、繁杂，表格非常庞大的问题。 另外，对于设计质量应该如何设定的想法与方法还
不够充分。

三菱重工神户造船所在水野滋和布留川靖两位教授指导下提出了质量表，西方
称其为质量屋，质量屋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当时日本成为世界上低成本钢铁的
供应商，这个小岛之国自然资源有限，却开发出将进口原料转化为高品质钢材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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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其工艺使生产成本大大低于其他任何生产者所能达到的程度。 作为低成本钢铁生
产者，日本还致力于扩大其成果进入造船业，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日本已成为世界超
级货轮的主要营造者。 然而，建造超级货轮并非易事，这些船只可能在长度与宽度方面
超过三个足球场那么大。 虽然船只是用来载货的，但是船本身必须有日常的操作配置、
先进的推进器、发动机和平衡的控制系统。 超级货轮更不像汽车那样能被放在生产线
上制造，通常这些货船的订造总是一次一份订单，每一次的订货都有其特殊要求，也许
要比以前一次造船采取更先进的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顾客购买一条巨轮都有特
殊的装货要求。 另外，为了应付大量的资金支出和严格的政府法规，神户造船厂的工程
师们开发了一种称为质量表的源流质量保证技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谓质量表，是把顾客要求的真正的质量以功能为中心，进行体系化，并表示出
与质量特性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表格（矩阵）。 神户造船所用矩阵的形式将顾客需求
和政府法规同如何实现这些要求的控制因素联系起来。 该矩阵也显示每个控制因素
的相对重要度，以保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重要的项目中去。 这样，用质量表代
替因果分析图，可以将复杂的相互关系用简洁的形式表现出来。 直到现在，质量表作
为质量需求和质量特性的二维表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赤尾洋二教授把自己的想法与质量表（质量屋）技术相结合，形成了质量展开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ＱＤ）理论。 但在质量功能展开的诞生过程中，还存在另一个价
值工程（ＶＥ）方面的流派。 价值工程中产品的功能被石原胜吉扩展成业务的功能，这
些业务功能的展开，后来发展成为狭义的质量功能展开。

从总体上来看，以质量保证中管理点的明确化流派形成的 ＱＤ，和以 ＶＥ 的流派
形成的狭义质量功能展开，再加上质量表技术，三者被统合形成了质量功能展开。 在
质量功能展开中，首先，从市场的质量需求开始，到计划质量、设计质量和制造质量为
止，对质量自身的连锁体系进行了明确。 然后，通过把这些各自的质量与质量保证活
动相联系，构筑新的质量保证系统。 这样，质量自身的系统和质量保证业务系统就各
自分明，同时，把两者作为质量保证系统进行一体化。 前者称为质量展开，后者称为
质量功能展开（ＱＦＤ）（狭义），两者合并总称为质量功能展开（广义）。 这样我们现今
称为质量功能展开的技术便诞生了。 它成为日本式质量管理最重要的特点。

质量功能展开在日本诞生以后，一些企业进行了试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
ＱＦＤ 相继被其他日本公司所采用。 丰田公司使用新的 ＱＦＤ 方法能够获得顾客的心
声，更重要的是这种新方法使公司将顾客的愿望、偏好通过工序和制造工艺得以实
现。 由于关注顾客要求，企业组织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了比较清晰的目标，即如何使
自己的工作满足顾客们的要求。 新的方法证实了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成功，在成
功的小吨位货车门的改进实践的基础上，丰田用此系统设计其他的汽车，今天 ＱＦＤ
也广泛地在汽车其他设计中得以应用。 丰田公司于 ７０ 年代后期使用 ＱＦＤ 取得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新产品开发启动成本累计下降了 ６１％，而开发周期下降了 １／３。 听到

·３·第 １章　质量功能展开概论



上述的成功典范，其他的日本公司也开始运用 ＱＦＤ 方法。 松下电器使之广泛推行，
它不仅使顾客们的需求得以了解，而且可以精确地预见顾客们在将来的要求。 ７０ 年
代日本的其他公司继续完善 ＱＦＤ 方法并使之很好地被掌握。

１９７８ 年水野滋和赤尾洋二将各企业的应用成果汇编成枟品质机能展开枠，该书由
日本科技联盟出版后，推动了质量功能展开的迅速普及和发展。 １９７７ 年，日本质量
管理学会成立了质量展开研究会，此后 １０ 年对 ＱＦＤ 关联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１９８７ 年，日本规格协会也编辑发行了以应用事例为中心的 ＱＦＤ 单行本，并在美国和
德国出版了翻译本。 ＱＦＤ 系列丛书（日科技联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出版）被许多企业利
用。 １９８３ 年在日本生产科学协会 ２ 天 ＱＦＤ 培训班之后，日本规格协会（３ 天）、中部
质量管理协会（２ 天）、日科技联（４ 天）培训班相继开设，开展 ＱＦＤ普及活动。

此后，日本科学技术联盟 １９８８ 年设立了质量功能展开研究会，１９９１ 年以研究会
成果报告为基础，第一届质量功能展开专题研讨会开始运行。 １９９４ 年的第四届研讨
会上各界人士提出了在日本召开国际研讨会的要求。 １９９５ 年第五届研讨会，同时作
为第一届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研讨会（ ＩＳＱＦＤ）在东京举行，海外许多代表到会参加，特
别是韩国 ３９ 名，巴西 ２１ 名引人注目。 关于韩国代表的发言，日本枟日经机械枠杂志
以“借助 ＱＦＤ 追赶日本的韩国”为题进行了报道。 第二届国际研讨会在美国的底特
律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２５０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１６ 个国家进行了发言。 以前
是以汽车工业的应用事例为多，这次会议上，ＱＦＤ 在机械工业以外的许多行业也得
到广泛应用。 从这次会议开始，美国 ＱＦＤ 研究会设立了“赤尾奖”（Ａｋａｏ Ｐｒｉｚｅ），并对
最早开展 ＱＦＤ普及活动的三位人士颁奖。 第三届国际研讨会由瑞典主办，瑞典积极
引入 ＱＦＤ 技术，著名的 ＶＯＬＶＯ 公司等介绍了应用事例。 吉泽正教授强调 ＱＦＤ 的国
际标准化，本次会议向 ＩＳＯ／ＴＭＢ（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ｏａｒｄ）致信，提议建立 ＱＦＤ
技术委员会。 在本次会议期间，还成立了国际质量功能展开组织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唱
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ＣＱＦＤ ），并选举产生了以赤尾洋二为主席
的理事会，设立了 ＩＳＱＦ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ＱＦＤ）委员会（委员长为赤尾）、
研究委员会（委员长为吉泽正）、实施法委员会等。 本次“赤尾奖”授给了美国的 Ｒｏ唱
ｂｅｏｔ Ｍ．Ａｄａｍｓ（美国 ＱＦＤ论坛提倡者）、Ｄｏｎ Ｃｌａｕｓｉｎｇ（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意大利的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Ｇａｌｇａｎａ（欧洲 ＱＦＤ 最初的推进者）、日本的新藤久和教授（山梨大学、日科技
联 ＱＦＤ 研究会委员长）。 以后，每年国际 ＱＦＤ 研讨会在世界各地轮流举行，成为一
项重要的国际性活动。

但质量功能展开诞生后差不多花了 １０ 年的时间才得以传播到美国。 最早向北
美传播的是 １９８３ 年赤尾洋二等向美国质量管理协会（ＡＳＱＣ）会刊 Quality Progress的
投稿，以及在芝加哥举办的“全社质量管理与质量展开”培训班。 １９８６ 年以来，以
Ｂｏｂ Ｋｉｎｇ 为首的 ＧＯＡＬ／ＱＰＣ 和美国供应商协会（ＡＳＩ）等开展启蒙教育和普及活动的
同时，每年举办大规模的专题研讨会。 福特汽车公司于 １９８５ 年在美国率先采用 ＱＦ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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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福特公司面临着竞争全球化、劳工和投资成本日益增
加、产品生命周期缩短、顾客期望提高等严重问题，采用 ＱＦＤ 方法使福特汽车公司的
产品市场占有率得到改善。 今天，在美国，许多公司都采用了 ＱＦＤ 方法，包括福特汽
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惠普公司等，在汽车、家用电器、船舶、变速箱、
涡轮机、印刷电路板、自动购货系统、软件开发等方面都有成功应用 ＱＦＤ 的报道。 美
国 ＱＦＤ 研究会的 Ｇ．Ｈ．Ｍａｚａｒ 先生在文章“质量展开活用的美国的现状 ”和“以日本
式 ＴＱＣ 重生的美国企业”中对美国的应用状况作了详细报道。

在意大利，１９８７ 年以来，由于赤尾洋二的指导，应用质量功能展开的企业迅速增
加。 １９９３ 年第一届欧洲 ＱＦＤ 研讨会召开，之后德国等相继成立了 ＱＦＤ 研究会。 在
韩国，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 年韩国标准化协会每年举办培训班，关心度急升，１９９４ 年 １ 月成立
了 ＱＦＤ 研究会。 巴西在 １９８９ 年的 ＩＣＱＣ 国际会议上介绍了 ＱＦＤ，此后，在大藤正
（日本玉川大学教授）的指导下迅速普及。 澳大利亚在 １９９６ 年第一届环太平洋质量
功能展开国际研讨会之后，ＱＦＤ 迅速引起注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本书作者熊伟赴日本留学，并参与了以创始人赤尾洋二教授
为首的日本科学技术联盟 ＱＦＤ 研究会的研究活动，开始从 ＱＦＤ 理论的发源地———
日本向国内介绍 ＱＦＤ理论。

从 １９９１ 年开始，熊伟不断在中国国内刊物枟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枠、枟中国质
量枠、枟上海质量枠、枟船舶质量枠、枟工厂管理枠、枟管理工程学报枠、枟计算机软件与应
用枠、枟计算机现代化枠、枟计算机应用枠、枟软件学报枠等介绍 ＱＦＤ 和发表 ＱＦＤ 的研究
成果数十篇，通过发表论文的形式向国内介绍 ＱＦＤ 理论，同时追踪国际上 ＱＦＤ 的最
新发展动向。

１９９２ 年在玉川大学留学，后来回国的张晓东，１９９６ 年在枟中国标准化枠、枟中国质
量枠等发表论文的同时，出版了枟质量机能展开———质量保证的系统方法枠一书，并以
咨询公司为支点开展 ＱＦＤ 咨询活动。

受原国家质检总局质量司邀请，赤尾洋二教授在北京（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７ 年）、上海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香港（１９９８ 年）举行 ＱＦＤ 讲习班。 １９９６ 年张晓东也邀请了大藤
正教授来华共同举办 ＱＦＤ 培训。 另外，新藤久和教授也在大连、无锡等地讲学。

几乎与此同时，邵家俊等国内质量专家利用赴美进行质量保证技术考察的契机，
从美国引入 ＱＦＤ 技术，并于 １９９１ 年翻译出版了枟质量功能展开概论枠。 １９９４ 年又在
枟航空标准化与质量枠杂志发表“质量功能展开”一文，１９９５ 年在成都飞机设计研究
所工作时编写了枟质量功能展开指南枠资料。

２００３ 年底熊伟回国后，在浙江大学组建以 ＱＦＤ 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所（ ｈｔｔｐ：／／
ｚｊｕｘ．ｏｒｇ），创立中国 ＱＦＤ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ＱＦＤ．ｃｏｍ）和科友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ｅｙｏｕ．ｃｏｍ），开始全面研究和实践中国 ＱＦＤ 模式，并于 ２００６
年开始首次招收 ＱＦＤ方向博士研究生。 目前浙江大学 ＱＦＤ 团队包括博士生在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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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近 ７０ 名成员，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ＱＦＤ 研究基地。 在 ＱＦＤ 理论与方法研
究上，浙江大学 ＱＦＤ 研究所逐渐形成设计质量控制、产品创新、需求及其过程管理、
定量实现顾客满意等重点研究方向，被列入国家基金“十一五”重大研究计划，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国际合作以及多项企业横向课题的
连续资助。 ＱＦＤ 被应用于机械、医药制造、房地产、软件、玻璃纤维、教育、餐饮、旅游
等领域，从而该研究所引领了国内 ＱＦＤ 研究的新方向，并使中国 ＱＦＤ 学术研究跨入
国际先进行列。

熊伟已结题项目的研究成果拓展了 ＱＦＤ 的概念和应用范围，在传统 ＱＦＤ 工具
质量屋的基础上运用数量化 ３ 类理论（ＱＭ３），引入了模糊层次分析法算法（ＦＡＨＰ）、
需求的动态分析法，形成了质量需求的动态映射方法；正在研究的项目在 ＱＦＤ 与魅
力性质量（ＫＡＮＯ）理论、冲突判定与解决（ＴＲＩＺ）理论、正交优化（ＴＭ）理论、实验设
计（ＤＯＥ／ＴＡＧＵＣＨＩ）方法和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ＦＭＥＡ）方法的结合方面都作出了
有益的探讨。

浙江大学团队的研究与应用成果以数十篇论文的形式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并出
版枟质量机能展开枠（熊伟，２００５ｂ）、枟供应链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枠（熊伟，刘南，２００５）、
枟质量功能展开入门枠（熊伟，张晓东，２００６）、枟软件质量管理新模式枠（熊伟，丁伟儒，
２００８）等 ＱＦＤ 系列专著。 同时，熊伟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东风神龙汽车、海马汽车、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信、鞍山钢铁、海信集团、万科房地产、
美的集团、中集集团、伊莱克斯、福建省电力、英博啤酒（全球最大的啤酒厂商）、金蝶
软件、正泰电器（中国民企 １０ 强）、巨石集团（全球最大的玻纤制造商）、中电科技华
莹电子、东忠集团、浙江友成等数十家大型企业提供 ＱＦＤ 培训和咨询，为中国质量协
会（长春、武汉、上海 ＱＦＤ 培训班）以及深圳市质量协会等地方协会讲授 ＱＦＤ 公开
课，并应邀为香港第十二届品质大会等作 ＱＦＤ 专题报告数十场。

所有这些工作都对 ＱＦＤ 在中国的普及和应用起到积极作用。 今天，ＱＦＤ 技术已
在中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中国质量协会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组织成立了全国 ＱＦＤ
研究会（本书作者当选为副主任），为 ＱＦＤ 理论的本土化，以及进一步推动国内 ＱＦＤ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平台。 ２００８ 年首次在中国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质量功能
展开研讨会（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北京九华山庄）将国内 ＱＦＤ研究与实践推上了新的高度。

１．２　基 本 概 念

质量功能展开是质量展开与狭义的质量功能展开（质量职能展开）的总称。
质量展开由赤尾洋二定义为：“将顾客的需求转换成代用质量特性，进而确定产

品的设计质量（标准），再将这些设计质量系统地（关联地）展开到各个功能部件的质
量、零件的质量或服务项目的质量上，以及制造工序各要素或服务过程各要素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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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上”，使产品或服务事前就完成质量保证，符合顾客要求。 它是一种系统化的技
术方法（赤尾洋二，１９９０） 。

狭义的质量功能展开（职能展开）由水野滋博士定义为：“将形成质量保证的职
能或业务，按照目的、手段系统地进行详细展开”，通过企业管理职能的展开，实施质
量保证活动，确保顾客的需求得到满足。 它是一种体系化的管理方法。

ＴＱＣ 的提倡者 Ａ．Ｖ．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将质量系统定义为：质量系统（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是
按既定质量标准生产，以及为了交付产品所需的管理、程序的集合。 另外，Ｊ．Ｍ．Ｊｕｒａｎ
将质量机能定义为“形成质量的职能”。

质量展开与质量功能展开的概念如图 １唱１ 所示，它下侧的“规划”、“设计”等都
可表示为形成右侧箭头所指的质量的职能，那么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的上述质量系统就是指
职能的明确化，也就是指对确保质量的组织、程序、过程进行体系化，即为满足组织内
部管理的需要而设计的质量保证体系。

图 １唱１　质量展开与质量功能展开
本书将图 １唱１ 中的下侧部分称为“职能展开”。 由此可以构造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所定

义的质量系统。 ＩＳＯ９０００ 国际标准也是针对图 １唱１ 的下侧部分以企业管理职能为中
心的一种质量保证系统（质量职能展开体系）。

毋庸置疑，以企业管理职能为中心的质量职能展开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
ＩＳＯ９０００ 国际标准受到各国重视的原因。 但论及质量的系统，不仅是组织程序的集
合，明确质量本身的集合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图 １唱１ 的上侧部分也很重要。 因为产
品整体的质量保证，是建立在产品各个零部件质量都得到保证的基础之上的。 这里
将图 １唱１ 的上侧部分称为“质量展开”。

然而，质量功能展开被引入中国时，其名称有从日本直接传入，也有从英语翻译
来的，还有经中国台湾、香港的译名演变而来的。 所以质量功能展开目前在中国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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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有“品质机能展开”、“质量功能展开”、“质量职能展开”、 “质量功能配置”、“质量
功能部署”、“质量功能与发展”、“质量机能展开”等。 日语的“品质机能展开”是一
个引人误解的名词， 相同的名词的所有不同译法仅是为了从加强其原本内涵的意义
出发。 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质量功能展开”的名称。

１．３　基 本 原 理

质量功能展开的原理可以归纳为展开的原理、细分化与统合化的原理、多元化与
可视化的原理、全体化与部分化的原理、变换的原理和面向重点的原理。

１畅展开的原理
质量功能展开中的展开形式有在各种展开表中可以见到的树状展开以及从用户

需求到生产现场的全体性展开。 前者是在质量需求展开表、质量要素展开表及功能
展开表中，系统地展开成 １ 次、２ 次、３ 次水平等，越是层次低的抽象度越高，随着展开
变得具体化。 后者是从把握用户质量需求开始，向规划质量、设计质量、功能质量、零
部件质量、生产工序管理点方向（上游向下游）的展开。

２畅细分化与统合化的原理
全体的质量由各个质量要素构成，各自的消费者的要求强度不同，质量不进行细

分化，其实际状态就不明确。 但仅靠细分化，质量整体形象就不清楚。 因此像 ３ 次、２
次、１ 次水平一样进行统合化，并用展开表进行归纳，明确各质量要素的层次水平和
权重合计等，就能具体确定整体质量水平。 以前没有解明的服务质量等可以进行同
样的评价。

３畅多元化与可视化的原理
ＱＦＤ由各种展开表构成，这些可以被视为“多元的”。 以前质量要素没有在企业

高度进行体系化，而是依存于设计者个人的经验，缺乏客观性。 通过“可视化”不仅
可以进行相互交流，而且经营者进行客观的质量决策也成为可能。

４畅全体化与部分化的原理
质量的集合是膨大的，通过将其展开为 １ 次、２ 次、３ 次水平等，“全体化”和“部

分化”就可以自由地进行。 例如，到 ２ 次水平展开为止能把握整体的概要，利用计算
机能将其中一部分进一步展开成 ３ 次、４ 次水平并平衡部分最佳与整体最佳之间的
关系。

５畅变换的原理
能使膨大的质量集合得以展开的就是变换的原理。 质量表是一种从顾客的世界

向技术的世界变换，并进一步向子系统、零部件、生产和质量信息等不同侧面的变换
的过程。 在两种侧面的变换中，关系矩阵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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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畅面向重点的原理
正因为展开容易变得膨大，面向重点的原理才显得更加重要。 质量需求展开表

注重网络性，重点事项并不明确，为此，通过了解顾客的关心度及比较本公司与其他
公司，选定战略性重点项目。 利用各种展开表将重要度向下游进行变换，也就是说，
不是笼统地，而是将质量信息的重点经过膨大的质量体系，系统地向生产阶段传达。

１．４　质量功能展开的应用途径
综观国内外质量功能展开的应用与实践，质量功能展开的应用途径可以归纳成

如下几点。
１畅ＱＦＤ 是一种顾客驱动的产品开发方法
质量功能展开是从质量保证的角度出发，通过一定的市场调查方法获取顾客需

求，并采用矩阵图解法将对顾客需求的实现过程分解到产品开发的各个过程和各职
能部门中去，通过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以保证最终产品质量，使得设计和制造的产品能
真正地满足顾客的需求。 质量功能展开的整个开发过程是以满足市场顾客需求为出
发点的，各阶段的质量屋输入和输出都是市场顾客的需求所直接驱动，以此保证最大
限度地满足市场顾客需求。 这是市场规律在工程实际中的灵活应用。

因此，质量功能展开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要求企业不断地倾听顾客的意见与明白
顾客的需求，然后通过合适的方法和措施在开发的产品中体现这些需求，并用一种逻
辑的体系去确定如何最好地通过可能的渠道实现这些需求，从而大大提高顾客对生
产的产品的满意度。 也就是说，质量功能展开是一种顾客驱动的产品开发方法。

２畅ＱＦＤ 是一种目标明确的工作协调方法
质量功能展开是在实现顾客需求的过程中，帮助产品开发各个职能部门制订出

各自的相关技术要求和措施，并使各职能部门能协调地工作的方法。 质量功能展开
系统化过程的各阶段都是要将市场顾客需求转化为管理者和工程人员能明确理解的

各种工程信息，减少或避免了产品从规划到产出各环节的盲目性。 它有目的地引导
参与者，而不限制他们的创造性。

质量功能展开是一个组合的组织者，它保证每个在其组合下的工作人员共同合
作，尽他们的所能给予顾客帮助，同样质量功能展开给予在企业组织中的每一成员一
张路标图，显示从设计到传递相互关联的每一步来完成顾客的需求。 它可以促进与
顾客的联系，以及部门中最重要的思维和行动，并提高全体职工对产品开发应该直接
面向顾客需求的意识。 它不是一种“投入多而产出少”的“摆设”，而是一种有组织
的、建设性的交流。

应用质量功能展开最大的好处是可把市场和用户对产品的要求，在产品设计时，
通过质量策划转变成企业可实施的行动，并使这些行动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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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产品完全满足用户的要求。 这样，就会使“满足市场和用户的要求”成为企业每个
部门、每个员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活动。 质量功能展开的实施与运行可以促进团
队的发展、加强合作、动员团队成员共同思考和行动。 它能帮助企业冲破部门间的壁
垒，使公司上下成为团结协作的集体，因为开展质量功能展开绝不是质量部门、开发
部门或制造部门某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它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精神。

因此，质量功能展开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３畅ＱＦＤ 是一种新产品开发的质量保证方法
质量功能展开是一种旨在开发设计阶段就对产品适用性实施全过程、全方位质

量保证的系统方法。 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质量管理思想，即从后期的反应式
的质量控制向早期的预防式质量控制的转变。 质量功能展开可以真正落实“产品质
量保证”这件企业头等大事的预防工作，而且每项预防活动都有着强烈的针对性。

４畅ＱＦＤ 是一种有效的资源优化方法
质量功能展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需求什么”和“怎样来满足”，在这种对应形式

下，市场顾客的需求不会被曲解，产品的质量功能不会有疏漏和冗余。 这实质上是一
种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５畅ＱＦＤ 是一种先进的设计技术方法
质量功能展开技术是先进制造技术之一，在整个产品全方位的决策、管理、设计

及制造等各阶段过程都能加以应用。 从现代设计法的角度来看，质量功能展开技术
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能有机地继承和延伸传统的设计技术方法，使传
统的理论方法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应用和发展，同时还可以与其他先进技术方法如虚
拟设计、并行设计等相互嵌套结合应用，以解决各种各样的工程设计和制造问题。 这
种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互补特点，使 ＱＦＤ 技术能较灵活地应用于开发性设计、适应
性设计及变形设计中。

６畅ＱＦＤ 是一种集成的系统工程方法
从系统工程的观点来看，质量功能展开是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在产品设计开发

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它是一个具有输入、过程和输出的复杂系统。 原则上，它是一系
列的问与答，包括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 （即顾客需要什么？）———如何？
（即如何满足顾客的期望？）。 将各阶段的质量屋按输入和输出关系相连接就构成一
个完整的产品开发的 ＱＦＤ 系统。

产品开发各阶段质量屋的建立目的是进行需求变换。 来自市场顾客的原始需求
由产品规划阶段质量屋转换成为工程特征要求，即通常意义上的工程设计目标要求。
工程特征要求经零部件设计阶段质量屋转换成零部件特征要求，零部件特征要求由
工艺规划阶段质量屋转换成对制造工艺的要求，制造工艺要求最后由生产计划阶段
的质量屋转换成具体的生产要求，这样市场顾客需求通过一系列的转换最终由生产
要求来满足。 这一系列的需求转换过程就是系统的 ＱＦＤ 技术过程，将 ＱＦＤ 方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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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工程方法的意义即在于此。
７畅ＱＦＤ 是一种科学的现代管理方法
质量功能展开技术中的面向市场顾客需求的内容和方法亦可应用于现代管理技

术中，使管理人员无论从决策阶段，还是从设计制造阶段，都能对产品的质量、性能、
成本和寿命等方面有全局性的认识和把握，从而使管理更具科学性。

８畅ＱＦＤ 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决策手段
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产品的竞争。 以市场为导向制定经营发展战略、生产适

销对路的产品等，是中国企业长期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质量功能展开现已成为
国外许多公司进行产品开发、取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在当今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企业的质量、成本、时间等方面领先于对手才能取胜，如果企业缺乏将顾客
需求与企业组织过程联系起来的一套有效机制，那么这个企业新产品的开发最终大
部分会失败。 而质量功能展开则正是在实现顾客期望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产品设
计和生产的一套严谨的科学方法，并提供深层次的产品评估。 质量功能展开中通过
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竞争性评估，有利于发现其他同类产品的优势和劣势，为公司的
产品设计和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 另外，顾客
的期望驱动着产品开发的全过程，大大降低开发新产品的失败风险，使得企业更具有
竞争力。 质量功能展开的根本目的是使产品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和最优的质
量占领市场。

９畅ＱＦＤ 是一个有效的降低成本的手段
从工程设计角度来看，质量功能展开这种有目标有计划的产品开发生产模式会

降低工程设计费用，缩短开发周期。 由于其在产品设计阶段考虑制造问题，产品设计
和工艺设计交叉并行进行，因此可使工程设计更改减少 ４０％ ～６０％，产品开发周期
缩短 ３０％ ～６０％。 质量功能展开更强调在产品早期概念设计阶段的有效规划，因此
可使产品启动成本降低 ２０％ ～４０％。

１０畅ＱＦＤ是一个实践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工具
质量功能展开的目的是从全面质量管理的视角出发，质量要素中包括理化特性

和外观要素、机械要素、人的要素、时间要素、经济要素、生产要素和市场及环境要素。
ＱＦＤ 将这些要素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并明确产品从设计开发到最终报废的全过
程中各个步骤的质量功能，并使各质量功能得以切实完成。 另外，在质量功能展开和
其他质量保证方法的关系方面，质量功能展开能够有效地指导其他质量保证方法的
应用。 统计过程控制（ＳＰＣ）、实验设计方法、故障模式和效应分析方法对于提高产品
的质量都是极为重要的。 质量功能展开有助于企业规划这些质量保证方法的有效应
用，即把它们应用到对顾客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上。 使用质量功能展开方法后，在产
品开发过程何时和何处使用这些方法都将由顾客需求来决定。 企业应该将质量功能
展开作为它们全面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规划工具。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 质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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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展开是一个实践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工具，它用来引导其他质量工具或方法的有
效使用。

１１畅ＱＦＤ是一个有效的技术创新工具
一般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本质

上都是市场导向即为满足客户需要服务，而工艺必须为产品服务，因此产品创新必然
与一定的工艺创新相联系，必然要引发工艺创新。 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质量功能展开
把顾客需要依次转化为产品特性、零部件要求、工艺要求和生产甚至服务要求，从而
把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之间的本质联系体现出来，完成技术创新的整体功能。 质量
功能展开中的质量展开是以一系列类似“房屋”的衍生矩阵来表达的图表，由于这一
系列“质量屋”明确标明了每一个阶段的内容、目标，因此实际上起着企业技术创新
活动的路径图的作用。 质量功能展开把创新活动的每一步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从
顾客需要到技术要求的正确转换，达到由技术向市场的回归，正是质量功能展开才真
正实现了技术与市场的归一，保证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应
该是并行的、一体化的技术创新，质量功能展开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工具。

１２畅ＱＦＤ是强有力的综合策划技术
ＱＦＤ尤其适用于大型产品（如飞机、汽车和大型设备）。 质量功能展开是一个总

体的概念，它提供一种将顾客的需求转化为对应于产品开发和生产的每一阶段（即
市场战略、策划、产品设计与工程设计、原形生产、生产工艺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适
当的技术要求的途径。 它从市场要求的情报出发，将其转化为设计语言，既而纵向经
过部件、零件展开至工序展开；横向进行质量展开、技术展开、成本展开的可靠性展
开。 形式上以大量的系统展开表和矩阵图为特征，尽量将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
前揭示，以达到多元设计、多元改善和多元保证的目的。

１３畅ＱＦＤ是并行工程的支撑技术
并行工程（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Ｅ）是对产品及其相关过程（包括制造过程和

支持过程）进行并行的集成设计的一种系统的工作模式。 这种工作模式使产品开发
人员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因素，包括质量、成本、进度和用户
需求。 实现并行工程，需要建立适应并行工程的管理体制和支持并行工程的工作环
境，并采用一整套支持并行工程的技术和方法。 并行工程以正确定义顾客需求为起
点，根据顾客需要形成产品的需求模型是并行工程的基础。 质量功能展开是一种顾
客驱动的产品开发方法，它提供了系统的、层次化的顾客需求分析手段，把顾客的声
音（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ＶＯＣ）转变为顾客所需要的质量特征，是支持并行工程的重要技
术和方法，为企业实施并行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１４畅ＱＦＤ是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质量工程的角度出发，质量功能展开和其他这些质量保证方法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质量工程概念。 质量功能展开、故障模式和效应分析、田口（ＴＡＧＵＣＨＩ）方法属

·２１· 第一篇　质量功能展开基本原理与方法



于设计质量工程的范畴，即产品设计阶段的质量保证方法；而统计质量控制（ＳＱＣ）、
统计过程控制等属于制造质量工程的范畴，即制造过程的质量保证方法。 另外，就设
计质量工程而言，ＱＦＤ 和 ＦＭＥＡ、ＴＡＧＵＣＨＩ 方法也是互补的。 ＱＦＤ 的目的是使产品
开发面向顾客需求，极大地满足顾客需求。 而 ＦＭＥＡ 方法是在产品和过程的开发阶
段减小风险提高可靠性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就是说，ＦＭＥＡ 方法保证产品可靠地满足
顾客需求。 ＴＡＧＵＣＨＩ方法采用统计方法设计实验，以帮助设计者找到一些可控因素
的参数设定，这些设定可使产品的重要特性不管是否出现噪声干扰都始终十分接近
理想值，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顾客需求。

１．５　质量功能展开的应用时机
在消费者主导的经济社会中，顾客永远是正确的。 为了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

颖而出，应用 ＱＦＤ 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但企业在什么时候导入为好呢？ 质量管理专
家、学者经历三十多年总结并归纳出了如下的 ＱＦＤ 应用时机：

（１）顾客抱怨；
（２）过多的救火作业，如重新设计、大幅修改方案；
（３）部门间沟通欠佳，问题常发生在灰色界面地带；
（４）没有适当合理的资源分配方法；
（５）作业过程中缺乏明确且合理的文件；
（６）潜在的客户与市场有待开发；
（７）需要持续改善；
（８）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

１．６　质量功能展开的效果
在第 ２５ 届美国质量管理协会年会上，乔治· Ｒ．佩瑞对 ＱＦＤ 的有效性做了如下

总结。
１畅有形的效益
（１）大大减少研制时间；
（２）有效地减少后期的设计更改；
（３）在开发设计阶段就开始降低成本（注：产品成本的 ７０％在开发设计阶段就已

经决定了）；
（４）提高设计可靠性；
（５）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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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无形的效益
（１）使顾客更加满意。
（２）健全企业质量保证活动。
（３）ＱＦＤ数据库。 ①可应用于同一系列或类似的其他产品上；②开发设计和生

产工序中各种技能、技术诀窍的积累。
（４）改进产品规划的基础。
３畅积累的价值
（１）强化了当前的研制过程。 ①在市场和经营需求的基础上，尽早明确目标；

②同时注意产品和工艺技法；③使主要问题一目了然，以便优化资源分配；④改进部
门间的协作与联系；⑤提高了企业开发设计人员的水平。

（２）有效地获得了用户真正所需的产品。 ①更好地满足了顾客的需求；②产品
更具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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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质量屋技术
２．１　质量屋的基本概念

2．1．1　质量表／质量屋
质量功能展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图表和矩阵来完成的，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质

量表，也称质量屋。
质量表， 也称质量屋：“是将顾客要求的真正的质量，用语言表现，并进行体系

化，同时表示它们与质量特性的关系，是为了把顾客需求变换成代用特性，进一步进
行质量设计的表”（赤尾洋二，１９９０）。

由上述定义可知，质量表如图 ２唱１ 所示，它是由质量需求与质量特性构成的二维
表。 需求质量本来是客户方面的东西，由顾客提示，生产者把它们忠实地融入产品
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消费者。 但仅根据顾客的语言难以构筑产品，需要将它
们变换成质量特性。 质量特性是生产者的语言，是技术领域中的东西。 质量表的意
义在于对不同的领域，用关系矩阵进行变换，即从顾客的世界转换成技术的世界。

图 ２唱１　质量表／质量屋
质量屋是建立质量功能展开系统的基础工具，是质量功能展开方法的精髓。 典

型的质量屋构成的框架形式和分析求解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新产品的开发过程，而且
可以灵活运用于工程实际的局部过程。 例如，可以单独应用于产品的规划设计或生



产工艺设计等过程。
2．1．2　质量屋的形式

质量功能展开是一种思想，一种产品开发和质量保证的方法论，它要求我们在产
品开发中直接面向顾客需求，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工艺和制造问题。 质量功能展
开的核心内容是需求转换，质量屋是一种直观的矩阵框架表达形式，它提供了在产品
开发中具体实现这种需求转换的工具。 质量屋将顾客需求转换成产品和零部件特征
并配置到制造过程，是质量功能展开方法的工具。

通常，狭义的质量屋／质量表如图 ２唱２ 所示。 一般情况下狭义的质量屋作为质量
功能展开过程的第一个质量屋在产品规划阶段中使用。 而广义的质量屋是指质量功
能展开过程中的一系列矩阵，广义的质量屋如图 ２唱３ 所示，它的一般形式由以下几个
广义矩阵部分组成。

图 ２唱２　狭义的质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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