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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XX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推荐机构：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

认证类型：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

审核人员：魏建清 华鸣

受某大型集团公司委托，2013 年初，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SAC）人员前

往地处武汉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审核。审核内容包括质量（Q）、环境（E）、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S）的再认证，以及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初次认证。

一、审核准备

（一）审核组配备

选派具有扎实理论水平和过硬审核能力，熟悉专业现场管理，掌握卓越绩效

评价准则的审核员组成审核组。包括首次参与该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审核的审核

员。

同时，审核组指定四个小组长，分别对受审核方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

全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现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并系统地提出有价值的

持续改进意见。

（二）审核策划及关注重点

根据现场专访和查阅相关文件所掌握的受审核方结合型管理体系的实际运作

状况，为确保认证的充分性和有效性，SAC 决定分两个阶段的进行现场审核。

策划确定第一阶段审核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现场查找问题上，即应牢牢把握审

核的“充分性”。旨在通过第一阶段的现场审核，实地掌握“文件审核”不能或

不易发现的存在问题。为此，明确指出不仅关注受审核方工作场所附近，由受审

核方控制下的工作相关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因素和危险源；而且关注源于工作场所

外，能够对工作场所内受审核方控制下的人员的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产生不利影

响的环境因素和危险源。审核员要通过现场走访，充分了解受审核方产品（服务）

实现过程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基础设备设施（含特种、后勤保障设备与设施；环

保与劳动保护设施）、危险化学品库房、大型露天高压试验场所、大型配电盘等



2014 年良好认证审核案例

163

原材料堆放场所，以及生活和危化品废弃箱房等是否满足所策划的运行控制与监

视测量要求，为第二阶段审核创造良好条件。

策划确定第二阶段审核的重点放在对查找的问题是如何做出响应的，即应牢

牢把握审核的“有效性”。旨在对第一阶段所发现的问题，逐一在现场验证受审

核方所采取纠正/纠正措施的有效性上。

由于受审核与某研究院属同一物理地点，俗称“厂中厂”。因固定资产归属、

管理职责等因素，故审核活动中需在现场重点关注受审核方对相关方的影响以及

相关方对受审核方的影响。

审核策划还明确，现场需关注受审核方关键作业/管理岗位的员工（含相关方）

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包括应急准备和响应）；结合型审核（Q/E/S/I）应合理

分配有限的审核时间，须把重点放在 E/S 上。

考虑到受审核方产品复杂、地域和部门多，应适当增加审核总人日数，以确

保认证审核有效性。据此，第一阶段审核增加 4 人日数；第二阶段审核增加 8

个人日数。

二、审核实施

（一）审核概况

审核组通过第一阶段现场审核，发现了受审核方结合型管理体系运行中存在

的 29 个（包括“A”/“B”类 12 个）问题，这些问题中属于现场管理的问题占

到 82.5%。审核组在与受审方交流的末次会议上指出，若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加以

整改，第二阶段审核将按照认证审核程序无法进行的审核结论时，参加末次会议

的人员无不深感压力巨大。

第一阶段审核结束会议后，当受审核方总经理获知审核结论，吃惊不小。指

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面落实审核组提出的各项改进要求。于是，各职能部门

认真学习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逐一进行了整改，并举一反三，采

取纠正措施，向审核组递交了较为翔实的改进前后的客观证据。

审核组获得受审核方在接受第二阶段审核后不久，将面临生产场所局部搬迁

的信息后，指出：须在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对新场所进行环境因素的识别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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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源的辨识的基础上，合理、正确评价重要环境因素与风险，并有效地把管理风

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

审核员在审核间隙，还应询回答了诸如“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合

规性评价”相关问题，帮助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在正确理解管理体系标准的前提下，

对如何落实相关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防范，加强人员相关培训、意识教育，

持证上岗和应急准备和响应等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对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要求应进行关注并确保落实到位。

（二）主要的审核发现与改进的管理绩效

1．第一阶段现场审核发现

（1）所递交的重要环境因素清单仅有食堂火灾发生 1项；风险清单仅有“食

堂加工食物切手”“中毒”和“明火”3项。（注：混淆了风险与事故的概念。）

（2）未见“上水纳管/下水排放管网图”“避雷装置位置图”“危险化学品

使用存放位置图”“消防设施位置图”“人员紧急疏散图”和“有毒有害作业点

图”等。

（3）缺漏对机动车辆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危险源的辨

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确定。

（4）危险化学品仓库中氢气与抗磨液压油、聚酯混放；排静电装置未安装（包

括运输车辆卸货作业区）；库房内屋顶漏水（存放有锌粉、铝粉）；酒精存放超

过 高容量值；防火沙池内缺少铁锹；劳防用品防毒面具过滤器即将过期。

（5）受审核方与某院合署在一个区域内办公作业，现场核查时发现易产生负

面环境影响、人身伤害和健康损害的问题共计 35 个。

（6）所配备的劳动保护设施形同虚设，电子原器件焊接岗位女工任凭缕缕有

毒铅烟废气吸入人体。

（7）虽制订了触电事故等 6个应急预案，但未见到实施演练与对演练效果进

行评价的客观证据。

（8）部分生产场地即将搬迁，但未见对新的审核地点进行环境因素识别与危

险源辨识以及重要环境因素评价与风险评价的客观证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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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阶段现场审核发现及管理绩效

人员高度重视，并逐渐认识环境因素/危险源识别（辨识）不全面、不充分；

重要环境因素/危险源评价不合理、不正确是导致公司在某些方面管理失控的重

要因素，必须根据所选定的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切实按照审核组的改进意见，采

取科学的定性和定量方法， 大限度地把可能对环境、人员造成危害的“因子”

找出来，并在制订（修订）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基础上，让广大员工（相关方）

自觉意识到不按操作/管理规程执行，将会给个人、组织带来的不良后果和造成

的损失，从而自觉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由此，受审方向审核组递交了包括以上八个方面改进和提高的客观证据。审

核组在第二阶段现场审核中，采取测量、观察和询问等方法，现场验证这些客观

证据的有效性。下面是现场验证所获得的部分客观证据。

（1）获得了对环境因素与危险源进行了充分识别，并对重要环境因素/风险

进行了合理评价的客观证据（参见表 1）。

（2）获得了所收集的相关图表（具体图表名称略），并对敏感目标采取了风

险防控措施的客观证据。

（3）获得了对缺漏的机动车辆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进

行了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确定的客观证据，主要包括对全公司

23 辆机动车在驾驶员安全行驶机动车经常性教育、节能降耗、出车点检、维修

保养、备品配件、应急救援和停车管理等管理要求的客观证据。

（4）获得了危险化学品仓库已建立和完善库房管理制度（包括 低库存量），

账卡物一致，“双人双锁”，各种标识标牌、管理制度和 MSDS 重新制作并上墙

张贴或安装，新购防火砂铁锹与劳防用品用具，已放置规定位置，库房屋顶已进

行修缮并在存放铝粉、镁粉等危险化学品处加盖了防水渗入的设施的客观证据。

与此同时，获得了存放原材料的库房也能按照相关要求，在防静电、先进先出、

每月库存盘点和防火灾、防偷盗等方面采取了有效的管控措施的相关客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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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得大量与相关方沟通、参与和协商的客观证据。一是获得了《沟通、

参与和协商》程序；二是获得了对于食堂、道路、绿化、窨井和停车场等公用设

施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和可能产生人身伤害和（或）健康损害等方面《相关方告

知书》和《相关方承诺书》；三是获得了第一阶段审核后当月例会就有关环境和

职业健康安全事务进行协商的会议记录以及对问题的改进措施；四是获得了受审

核方对相关方沟通、参与和协商结果满意度测评的记录等。

（6）获得了第一阶段审核时《电子元器件焊接作业指导》书中关于职业健康

安全的管理要求已得到实施的客观证据。一是让操作员工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活动

和行为的实际或潜在的职业健康安全后果的培训记录；二是流水线上所有的铅烟

除尘装置全部开启且正常运行；三是提供了车间内由当地疾病防控中心出具的有

毒有害物质达标的检测报告；四是获得了车间安全员对员工新增对铅烟除尘装置

进行定期检查的记录；五是获得了受审核方下一步准备购买无铅焊锡材料的计划

并已询价的信息。

（7）获得了对触电、危险化学品灼伤、中毒和窒息、物体打击、高空坠落、

机械/起重伤害和食物中毒等 6个应急预案实施或制定了演练计划，并对触电紧

急情况可能产生的人员伤亡事故进行了演练，并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价、修改预案

和对相关人员进行再培训的客观证据。

（8）值得一提的是：审核组考虑到该企业其内外环境变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特别是从认证机构“传递信任、服务发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机

构决定：派出专业审核员于 2014 年 2 月 16-17 日，在未通知获证组织的情况下，

再次派审核组成员前往企业实施飞行核查，并前往即将搬迁至离审核地点近百公

里新的生产基地进行现场跟踪，以进一步通过现场服务，及时让受审核组织在结

合型管理体系建设中找到“事半功倍”的抓手，并为今年双方的年度监督审核奠

定良好的基础。

三、“用心”是获得信赖的法宝

本认证项目虽已告一段落，但留给审核组每一名成员的印象极为深刻，据此，

我们把审核感言总结如下，并与同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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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心”服务促进受审核方 高管理者对管理体系建设认识上的提高。

通过审核员在现场的辛勤劳动，发现了受审核方管理体系建立和保持中诸多司空

见惯问题，促进了受审核方 高管理者对管理体系建设认识上的提高，从而为下

一阶段的持续改进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受审核方的上级集团公司在听取该公

司管理层和各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对 SAC 所提供的审核服务质量的反馈意见后，专

门向 SAC 发来了感谢信，对“审核组为确保搬迁后管理体系认证审核的有效性，

专程派员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前往生产现场进行跟踪服务，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

改进意见”表示感谢。这足以证明“用心”服务能够赢得客户的信赖。

（二）提高审核服务质量，能对认证项目的开发以及机构品牌的维护起到“滚

雪球”效应。本次审核后，该公司将其旗下的某工程公司的认证项目交由 SAC

组织实施。这足以说明：提高审核服务质量能向有正确认证动机的申请/获证组

织提供物有所值乃至物有超值的服务，从而让他们从认证服务中真切感受到认证

的本质和价值。同时能让接受审核的组织认可机构的服务，扩大品牌影响力。

（三）采取“飞行”审核方式，查证改进措施情况。该公司由于产品复杂、

地域广、管理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且正处于部分场所搬迁过程中，SAC 增加了在

不通知企业进行飞行检查的活动，虽增加了成本支出，但感到非常值得。它一方

面是查证受审核方能否能举一反三，采取纠正/预防措施，达到预期效果；另一

方面是有效地履行机构审核监查职责的举措，并为本年度监督审核的审核方案策

划奠定可靠基础。SAC 已明确：今后在确保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将继续保

持对规模大、风险高、管理体系成熟度水平处于合格线附近的受审核组织的“飞

行”审核方式。

（四）重视对获证组织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工作。重视成熟度评价，有利于

把管理重点前移至“进口关”，尤其是对严重不符合认证机构转换要求的认证项

目，能有效地拒之“门”外。而对能通过受审核方自身努力，经过认证机构提供

的符合国家认证要求的增值服务，确能改进管理体系存在的某些问题就能满足选

定审核准则要求的认证转换项目，则能为受审核方管理体系建设的“过程关”直

至“出口关”的各相关过程转换创造良好条件。

（五）重视审核方案的策划与管理。良好的审核方案是审核质量的保障。因

此，一些重要的审核项目应在调研的基础上策划好审核方案。同时机构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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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要对审核质量严格把关，认真核查审核组（员）及受审核企业提交的文

件等客观证据，坚持原则以确保审核、认证、注册和年度监督和再认证不走过场。

（六）国家认监委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发布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公

告，并将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该文件是为规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提高认证有效性，促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法规性文件。它为

各相关认证机构开展 GB/T 19001/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做出了“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制度性安排。因此，所有从业人员必须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特别应根据受审核企业的不同情况，确保满足《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规则》中所要求的“认证审核时间要求”，展开审核活动。

总之，用心尽力做好每个认证审核项目是获得广大客户信赖的制胜法宝，它

一方面不仅维系着机构是否能发展和壮大，而且还关乎着机构以质取胜是否能战

略实施和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它又是认证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切实降低认证风险，

维护良好社会形象的内在要求。因此，每一名审核员应该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持续提升认证审核各项的有效性，持续提高获证组织的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