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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various countries are more frequent, which also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Under this tre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only has strict restrictions o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hips, but also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the ship industry.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y, we need to strength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e management through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andards. Therefore,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problem of the shipping industry is also the core issue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which needs to update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industry, introduce advanced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asp the trend of the information age,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build qual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rea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ormation of quality problem management in the ship industry,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quality	management,	forming	a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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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也促使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这一趋势下，船舶产业的发展受到了
较大的影响。国际之间不仅仅对船舶生产和运行有严格的限制，也对船舶行业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行业质量，
就需要加强信息化管理，通过信息化建设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达到高质量发展标准。因此，同时船舶行业质量问题也是
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该行业更新发展理念，引进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把握信息时代潮流，加强质量问
题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构建质量管理信息体系、创建信息管理模型，提高信息化水平。论文主要浅谈船舶行业质量问题管
理信息化，旨在加强质量管理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建设，形成科学的信息化系统，为相关行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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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船舶行业属于制造业，其生产任务繁重、投资大、风

险高、运营管理难度大，要加强质量管理，将其放在第一位，

贯穿于船舶制造的全过程中。在新时代下，国际合作和经济

发展对船舶行业质量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但是船舶行业在信

息化管理中还存在多方面问题，如何提升质量管理信息化建

设水平，满足建设要求是当前船舶行业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对于船舶企业而言，要科学分析质量问题，可以从系统建设、

全生命周期管理、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等几个方面解决问

题，提高质量问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探索一整套可行、可

靠的方案。

2 质量管理信息化概述和优势

2.1 质量管理信息化概述
质量管理信息化是指企业在信息化理念的基础上基于

信息化平台创建覆盖全过程、全方位质量管理业务的质量管

理系统，可以在产品供应、产品检验、质量信息等方面流程，

提升质量，确保各个环节有效衔接、各个部门有效沟通，实

现协同办公，提高管理的实效性。确保各个环节的可追溯性，

进行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确保

人员规范办事，实现各个部门的协调。且在质量管理信息化

下实现领导层的科学决策、管理层的精细化监管，确保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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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信息化、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提高质量管理信息化水

平和能力，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的价值和作用，提高精细化水

平，实现质量管理目标 [1]。

2.2 智能管理信息化优势
第一，提升质量管理信息化水平。在质量管理信息化

中要将流程和数据作为重点对象，基于质量管理规范和标准

深入分析数据和流程。实现管理流程的可视化、结构化、规

范化，更好地将数据信息归纳和存储起来，有效构建质量管

理信息系统，将各个模块结合起来，实现一体化管理目标。

第二，彰显数据流程价值。在管理信息化下要整合要素，创

建质量管理信息模型，通过模型重构业务流程，在数据采集、

分析、整合、利用下整合流程数据，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目

标，更好地建设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质量管理信息化下可以实现管理要素的标准化、结构化，

确保管理结构清晰，实现各个环节的协同，数据的共享，便

于管控，提高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3 船舶行业质量问题管理信息化建设

3.1 确定建设范围
在质量管理信息化系统创建时要确定其范围，重视其

在企业生产运营管理信息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企业生产

经营实际，明确信息化系统的组成，包括基础平台、供应、

检验、质量信息、其他业务系统等功能模块。其中基础平台

包括操作平台和流程，在构建时要明确基础框架，实现流程

概念、流程监控、流程维护全过程的管理；其中供应是指对

物资供应方的信息、准入、资质变化、状态变化、评价等进

行管理；其中检验是指对产品数据、采购过程、项目等进行

管理；其中质量信息是指对质量问题、内部审核、评价审核、

质量改进、质量目标等进行管理 [2]，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质量管理信息化系统架构

3.2 明确建设内容
供应管理模块。要根据供应方资质规范创建供方供应

管理模块，在该模块下可以详细记录外部环境变化信息、供

方供应信息，比如企业介绍、财务和产品信息，质量和资质

信息。对于该模块可以和其他模块协同，更好地采集、统计、

分析、处理供方业务数据，为其他任务的推进提供数据依据。

在创建模块后可以进行产品准入管理，根据管理规范创建数

字化准入流程，做好准入的把关工作，直接进行线上信息审

核、记录、保存、签字、批准等，确保整个过程更加便捷、

高效、精准，形成供方台账。也可以进行资质管理和评价管

理，在资质管理时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实现整个资质变

更的数字化，可以保存电子证书，并自动更新，便于管理部

门查看。在评价管理时，也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进行评价，评

价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查看信息，直接进行线上打分。

检验管理模块。检验管理模块由产品数据管理、采购

过程控制、过程检测、结果审核组成，其中的产品数据管理

要求创建产品结构、数据检验手册、项目检验清单等，对这

些数据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其更加规范和完整。并在管理的

过程中做好相关标记，严格根据传播的类型、系统、设备等

进行层次划分，更好地为后期检验提供数据依据。其中的采

购过程控制是指根据原材料采购、设备采购检验要求创建基

于上报、审核、检验、复验、入库等全流程的报表。随后，

根据内容和流程形成具体的检验任务，确保检验数据项目的

结构化、体系化，更好地记录检测过程和结果，确保过程规

范、结果准确。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可以实时查看记录排行，

了解检验结果，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便于各个部门处理不

合格的产品，科学利用质量数据问题。其中的过程检验是指

制定计划，以数据为核心，根据数据检验手册进行过程检验、

无损检验，做好检验项目数据的记录和结果的分析，形成完

整的结构体系，便于人们了解其定义、信息点，更好地进行

常态化的检验和管理。其中的结果审核包括试验数据审核、

证书审核、总结审核等 [3]。

质量信息模块。质量信息模块包括质量问题分析、不

达标产品处理、内部审核、评估分析、质量追踪、目标实现

等几个部分。其中质量问题分析需要创建质量问题库，根据

检验流程和质量管理标准形成质量问题反馈清单、预防和控

制清单、不达标产量处理清单、质量问题分析清单、问题报

告、处理报告等几个方面。通过这几个方面可以形成结构化

的质量问题数据项目，便于人们产品类型、性质、问题类型、

责任人几个方面分析和组件，形成可分析、可追溯的、可统

计的质量问题数据库。自动将发现的质量问题录入其中，把

握质量难点，针对性地控制，从而提高质量管理能力。其中

的不达标产品分析时可以创建产品处理链，明确处理要求和

流程，生成台账，确定处理责任人，确保不合格产品处理更

加规范和严谨，提高处理效果。其中的内部审核是指创建系

统化的审核管理体系，明确审核人员和审核流程，加强人员

证书和专业管理，记录审核过程、检测审核结果。随后质量

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审核要求优化审核价值，编制审核材料、

推进审核工作、形成不合格产品报告。其中评估分析是指对

审核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估，形成评审记录册。其中质量追

踪是指制定质量改进措施，创建质量策略库。其中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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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定期维护质量目标数据，将数据传送到各级部门，根据

部门职责生成模板，确保各个责任人员根据目标补充数据信

息，最终做好数据统计分析。

3.3 制定技术实现方案
在确定了范围和内容后就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实践操

作，船舶企业可以引进先进的软件作为技术手段，基于先进

技术创建具备兼容性和可延展性、稳定性、广泛覆盖整个业

务的质量管理信息化平台。在该平台上可以及时精准地处理

各项业务，确保数据处理更加及时、准确、可靠，科学配置

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在平台长期的运行下可以

实现质量管理信息体系的全流程贯通、全要素整合、全业务

覆盖，降低风险、提高效率、实现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4]。

第一，分层架构技术。该技术是指基于客户端的浏览器、

Java 技术的应用体系架构，包括显示层、逻辑层、数据层三

个独立的层级，在各个层级之间可以实时传输信号、通信，

确保架构体系更加灵活，减少对硬件环境的过度依赖。其中

的浏览器结构可以确保所有的用户界面全部通过，确保业务

可以在前端、服务器端实现；其中的显示层由逻辑控制和信

息确定组成，当请求通过了用户权限和信息权限后，可以通

过质量管理系统接收界面操作和查询请求，随后在数据处理

后直接显示在用户界面中；其中逻辑层包括业务逻辑、数据

控制、信息传输三个部分，在请求提交后可以自动获取、分

析、处理，随后将数据再次传输到用户界面；其中数据层包

括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一般访问的主要是应用资源和数据

资源，这些都需要通过逻辑层访问完成，确保数据的安全和

完整。

第二，中间件技术。该技术是一种独立的系统软件，

比如当前常用的分布式软件，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其

可以和操作系统连接，更好地进行网络通信和信息资源计

算。在该技术下包括 Web Services、CORBA、J2EE 等技术，

这些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业务逻辑处理目标，确保结构体系

三个层级之间协同、合作，形成完整的架构体系。在这一过

程中，客户可以通过服务器中的语言功能进行服务描述，获

取具体的服务，并将服务统一展示、集成到注册中心中，为

其他人员提供便利。同时，客户也可以通过操作端直接在本

地服务注册系统获取服务描述，最终实现交互目标。总之，

Web Service 下可以达到真正的集成目标，可以自动生成科

学的问题解决方案，形成相互协同、集中管控的应用系统处

理方式，更好地将各个服务点有效连接起来，可以快速地开

发和使用应用系统，为人们提供便利。

第三，工作流程技术。在该技术下，可以帮助管理人

员制定科学的方案，确保决策的科学、有效，更好地执行业

务流程，提高业务流程的精细化水平。且在该技术下也可以

帮助管理人员和审核人员共同探寻服务定义、权限变更、流

程执行的方法，确保业务流程的整体性、灵活性，可以节约

时间、降低成本。其中，流程的执行可以通过服务器和控制

器完成，通过事件驱动的方式缩减流程响应时间，尽量缩减

为零。同时还需要完善信息通信机制，通过该机制可以在通

信技术下确保执行人员获取执行指令，更换指令执行流程，

整个流程较为繁琐，包括分支、合并、委托、转交、移交等

多个方面 [5]。

4 结语

船舶质量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对于船舶产业的发

展十分重要，这一行动适应国际公约对航行安全的要求，适

应国际航运市场对航运企业管理的要求，是信息化社会高度

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需要船舶企业加强重视。根据时代要

求，加快船舶质量管理体系信息化建设力度，有效降低船舶

运行所需要的成本，提升船舶生产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创建时先需要明确范围和基本目标，并在确定了建设范围

后就需要搭建集成框架，将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和企业生产系

统、财务系统进行集成，通过集成平台进行线上管理，优化

流程，为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条件。

随后还需要优化以上各个流程，提高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

最终形成质量管理信息一体化的闭环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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