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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

咨询西北有限公司、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

公司、南京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力发电总厂、嘉陵江亭子口水

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青岛供

电公司、国网山西省太原供电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松林、徐凡、郭学英、马骏、何戈牧、詹妍、王健、宁青、陈保刚、李阳、

徐维友、杨莲、夏天、李卫国、苏立、董峰、赵宏娟、王成、郭淼、刘娟、仇正强、丁霞、董振英、周

昌虎、刘籍蔚、蒋燕、张晋境、冯磊、熊思宇、沈淑文。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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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结合电力行业特点、对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进行评价的指导性文件，旨在指导电力质量创新

活动有效实施、持续开展，并取得显著成绩。

本文件根据电力质量创新成果的内涵、做法和效果，结合电力质量创新的实践，规定了电力质量创

新成果评价程序、要求，为组织开展评价，推动行业持续改进、追求质量创新提供了依据。

本文件坚持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原则，为组织的所有者、顾客、员工、供方、合作伙伴和社会

创造价值。本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可促进电力各类组织的创新能力，改善电力相关产品和服务质量，持续

提高组织整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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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原则、基本条件、评价申请、评价项目、评价实施和评价结果

确定。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企业及相关组织开展质量创新成果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T/CAQ 10202—2016 质量创新项目评价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2016、 T/CAQ 10202—2016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量 quality

客体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注1：术语“质量”可使用形容词来修饰，如差、好或优秀。

注2：“固有”（其对应的是“赋予”）是指存在于客体中。

［来源：GB/T 19000—2016,3.6.2］

3.2

质量创新 quality innovation

在质量方面以新的、突破性的方式满足或超越顾客及其他相关方需求的活动。

［来源：T/CAQ 10202—2016，3.1］

3.3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y；stakeholder

可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所影响，或自认为受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示例：顾客、所有者、组织内的人员、供方、银行、监管者、工会、合作伙伴以及包括竞争对手或

相对立的社会群体。

［来源：GB/T 19000—2016，3.2.3］

4 评价原则

4.1 遵循自愿原则。

4.2 遵循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4.3 遵循“质量为顾客及其他相关方创造价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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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条件

5.1 围绕组织方针、目标，解决问题、取得质量成果。

5.2 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推广性。

5.3 成果经 1 年及以上实践、验证。

6 评价申请

6.1 评价申请材料要求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6.2 申请评价组织对成果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

6.3 申请评价成果主创人员不超过 3 名，参与人员不超过 8 名。

6.4 符合第 5 章要求的成果，可申请评价。

7 评价项目

7.1 形式审查

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查。

7.2 资料评价

资料评价按附录 B要求，重点评价：

a) 创新性，应体现创新性质、创新水平；

b) 科学性，应体现专业领域、科学价值、逻辑分析；

c) 实践性，应体现实践检验、符合法规、切实有效；

d) 效益性，应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 规范性，应体现报告及内容准确规范；

f) 推广性，应体现顾客认可、实操性强、具有借鉴作用和推广价值。

7.3 发表评价

7.3.1 以成果发表的形式进行评价。

7.3.2 发表评价应按照 7.2 的规定及下列因素进行评价：

a) 成果发表具有系统性、逻辑性、严谨性；

b) 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有鲜明的特色、亮点和创新性；

c) 现场发表具有表现、展示能力；

d) 正确理解评审组提问、回答简明扼要。

8 评价实施

8.1 评价按照形式审查、资料评价、发表评价的顺序和方式开展。

8.2 评价人员应具备：

a) 独立于申请评价组织；

b) 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

c) 坚持原则、诚实正直；

d) 保守评价成果涉及的技术、商业秘密；

e) 熟悉国家和电力行业有关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

f) 了解电力系统不同类型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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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掌握质量管理基本知识和创新理论方法；

h) 掌握电力系统生产、经营、管理等相关专业知识；

i) 具有 3 年以上质量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j) 评价组成员应接受培训并取得评价专家培训合格证书；

k) 评价组长有 3次及以上质量创新成果评价或相关工作经历，能够识别质量创新活动的关键环节，

并具有对评价活动组织协调、文字表达和现场把控能力。

8.3 必要时可设立监审组，对评价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进行监督。

9 评价结果确定

9.1 评价结果由形式审查、资料评价、发表评价三部分组成，单项标准分为 100分。评价标准总分为

100分，按下列权重计算得出：

a) 形式审查得分占 10%；

b) 资料评价得分占 60%；

c) 发表评价得分占 30%。

9.2 评价等级分为一等成果、二等成果、三等成果 3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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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

附 录 A

（规范性）

第三方评价申请材料

A.1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申请材料清单

A.1.1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申请书。

A.1.2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报告。

A.1.3 其他证实性材料。

A.2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申请书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申请书见表A.1

表 A.1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申请书

成果名称

申请组织全称 申请组织负责人

申请组织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成果取得年度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传 真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成果主要

创 造 人
职务

职称

技能等级

成果参与

创 造 人
职务

职称

技能等级

成果概述

创 新 点

成果取得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本项成果是否已

在本行业或本地

区推广应用，应

用单位意见

申请组织意见 申请组织盖印： 组织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鉴定意见、

获奖情况等）

注：申请评价成果经 1年以上实践、检验（不含已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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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报告撰写要求

A.3.1 报告应全面反映本组织在电力质量创新方面应用的理念、方法，创新过程和创新效果。

A.3.2 报告应围绕为什么要实施质量创新、质量创新的主要内容、如何有效实施、实施后取得了哪些

变化及效益来撰写。

A.3.3 报告由名称、前言和正文（包括背景、内涵和做法、实施效果）等部分组成:

a) 名称：要鲜明地反映出成果的核心内容及特色，但不应出现本组织名称、创造人姓名以及成果

内容的字母缩写等。

b) 前言：主要介绍组织的总体状况等（500 字以内）。

c) 背景：介绍实施本项质量创新的目的和缘由，主要针对的问题，以及创新所要达到的目标。

d) 正文中关于内涵和做法的表述不应低于总篇幅的 70%。

e) 内涵（500 字以内）应高度提炼及概括，主要反映本项成果创新的基本内容。

f) 各项做法是报告的核心内容，应包含：如何做、为何做、怎么做（即具体措施，可适当举例）。

g) 实施效果：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A.3.4 报告应控制在1万字以内，并附有目录。报告中未能详述的内容，可以附件的形式加以补充。



T/CEC 502—2021

6

B
C

附 录 B

（规范性）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表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表见表B.1。

表 B.1 电力质量创新成果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要点 分值

创新性

（25 分）

创新性质
借鉴先进经验，运用质量技术，或提出新的技术、方法，

解决质量问题
10

创新水平 与国内外同行业比较，具有先进性 15

科学性

（25 分）

专业领域 符合专业领域的发展方向 5

科学价值 符合质量技术、管理基本原理 10

逻辑分析 逻辑严谨、过程清晰 10

实践性

（20 分）

符合法规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10

实践检验 经过实践检验、反映质量技术、管理活动 5

切实有效 解决质量技术、管理中的问题 5

效益性

（10 分）
效益显著 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0

推广性

（10 分）

相关方认可 实现质量提升、得到相关方认可 5

推广应用 有借鉴作用，可推广，有提升空间 5

报告质量

（10 分）
准确规范

命题准确、主题突出、题文对应、结构合理、表述精准、

图文规范
10

总 分 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