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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和实现“质量强国”

的目标，企业必须不断加大质量成本投入，提升质量成本管

理水平；研究者也应该加强新形势下质量成本管理理论研究。

文章较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质量成本和质量成本管理的主

要文献，首先从质量成本含义和内容两个方面总结了质量成

本研究，进而梳理了传统质量成本管理与质量成本管理拓展

的研究，最后指出了质量成本与质量成本管理的未来，即应

加大创新质量成本的管理与研究。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为企业管理实践者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质量成本；质量成本管理；创新质量成本

【中图分类号】F23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

了“三个转变”重要论述，即要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

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6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

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明确提及“质量

第一”和“质量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并再次提及“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

企业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质量管

理水平的高低将对能否实现“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质量管理和其

他管理一样，同样存在着一个成本与效益权衡的问

题，高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成本，因此新形

势下需要对质量成本和质量成本管理的内涵与外

延进行新的探索，助力我国企业创新、产品升级、

质量提升。本文将对质量成本和质量成本研究的文

献进行梳理并指出这一领域未来理论和实践研究

新的拓展方向。

一、质量成本研究与总结

（一）质量成本的含义

A. Feigenbaum（1946）最早提出质量成本的

概念，他认为质量需耗费一定的资源或支出，即产

生与质量相关的成本。J. Juran（1951）进一步指

出质量成本包括质量控制相关成本和质量控制失

效成本。早期认可的定义是，质量成本为质量达标

（conformance）成本和不达标（non-conformance）

成 本 之 和（Beecroft, 2001; Shiffaurova and 

Thomson, 2006）。J.Juran（2014）的《朱兰质

量手册（第六版）》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宽了质量成

本的内涵，将其定义为：设计和提供满足顾客需求

的产品所支付的成本以及未能设计出产品或者未

能提供给顾客满意的产品所造成的损失。2015 版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对质量成

本的定义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和产品内在品

质的需求所耗费的成本以及不能达到相关的需求

所造成的损失。我国学者赵团结（2019）认为关

于质量成本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和组织之间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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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差异，但基本意思与美国质量专家 Juran

和 ISO9000 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质量成本的内容

Feigenbaum（1946）在提出质量成本概念的

基础上，认为应该将预防的相关支出、鉴定产品质

量发生的费用与生产次品发生的损失结合起来构

成企业的质量成本。质量专家 J.Juran（1999）认

为质量成本应包含产品设计、生产以及销售的整

个过程，为了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所支付的成本与生

产残次品造成的损失相比是值得的。他提出了 PAF

模型，该模型将质量成本划分为：预防成本、鉴定

成本以及损失成本。由此可见，传统的质量成本分

为质量控制成本和质量损失成本，包含四个要素：

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损失成本以及外部损失

成本。预防成本主要是企业为了保证和提高产品的

质量，支出的教育、培训费用以及为了实施相关的

质量管理政策和制度而给予的奖励等。鉴定成本主

要是与产品生产相关的，检验质量是否符合标准而

发生的各种支出，原材料、半成品以及产成品的鉴

定等。内部损失成本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次

品以及退修返工过程中发生的支出。外部损失成本

主要发生在产品销售之后，由于产品不符合消费者

需求而发生的售后服务，退换货以及修理等费用。

此外，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还可以将质量成

本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根据企业能否控制成本的

发生，将质量成本分为：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

预防成本以及鉴定成本是可控成本，内外部损失成

本一般归不可控成本。按照其是否能以数据的形

式列入成本核算，将其分为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

Crosby 认为质量成本是由符合要求的代价（POC）

和不符合要求的代价（PONC）构成的。POC 一般是

企业发生的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而 PONC 是指企

业未能一次性完成某种产品的制造和某种服务的

提供造成的所有损失，一般是企业不易发现和不容

易量化的隐性成本。Love（2003）认为目前质量

成本仅仅包含了企业实际发生成本的一部分，还有

一些质量成本是隐性的，可能占比很高，但是企业

无法进行量化。Guinot（2016）认为在传统质量成

本构成四要素中，外部损失成本的大小主要和产品

设计阶段相关，设计的产品是否符合顾客的期待直

接决定了客户是否会退货，以及维修的频率等。

我国学者在传统质量成本构成四要素的基础

上，结合一些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将其运用到不同

的行业，对质量成本的内涵不断进行拓展。李百兴

（2005）研究由传统的质量成本转向战略质量成本

需要的步骤，认为质量成本的内容要在与企业战略

配合的基础上延伸到生产领域之外，延伸到企业之

外的上下游。廖艳（2017）基于作业成本法的思想，

认为按照成本动因可以将企业的内部运行流程划

分为几项关键的活动：人事和信息设施基础建设、

研发生产、品质鉴定以及成本项目的分析，根据关

键活动确定相关的费用支出和质量成本的构成内

容。陈汉明（2018）以价值链为载体对质量成本

的构成进行阐述，他认为按照企业的价值链可以分

为三段：供应商价值链质量成本、内部价值链质量

成本以及客户价值链质量成本，供应商价值链质量

成本作为企业整条价值链的上游部分对企业质量

成本的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丽红（2018）

基于 DMAIC 的改进方法，以预制构件企业为研究

对象在传统质量成本构成四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了

“质量收入”，她认为预制构件在企业质量控制成

本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质量损失成本降低的速度相

对减缓，导致质量总成本增加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它忽略了质量控制成本增加为企业带来的隐性收

入（企业声誉、产品知名度以及市场占有率等），

这部分“质量收入”可以作为质量总成本的抵减项，

帮助企业科学全面地进行质量管理。杨世忠（2019）

在传统质量成本的基础上，认为质量成本的内涵应

该补充研发投入和由于“黑天鹅”事件造成的“巨

额赔偿”带来的另一种外部损失，提出了战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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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概念。闫华红（2020）在战略质量成本概念

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将质量成本分为研发成本、预

防成本、鉴定成本以及内外部损失成本，并且将质

量成本中的隐性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以及部分外

部损失成本（声誉受损以及顾客流失等），通过质

量成本调整科目纳入会计核算系统。王世杰（2022）

构建基于价值创造的三阶段六类型的模型认为质

量成本应该包含质量定义阶段（质量定义成本）、

质量实施阶段（预防成本、鉴定成本以及内部损失

成本）以及质量收益实现阶段（质量信息传递成本、

外部损失成本）。

二、质量成本管理研究与总结

（一）传统质量成本管理

质量成本管理的目标就是在保证经济效益和

高质量产品的前提下，将企业相关的质量成本控制

到最小，是企业有效实施质量管理的手段。质量成

本管理是伴随着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而出现的，美国

质量专家 Juran 提出的“矿中黄金”理论，将企业

生产的不合格品比作“金矿”，不合格品本身占用

了大量资源，造成了资源浪费，若能有效控制不合

格品的产出率，将这部分产能加以利用，在提高企

业产品的质量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会降低企

业的质量成本。传统的质量成本管理理论认为企业

的质量成本遵循“学习曲线”的规律。它认为随着

产品质量的提高，质量可控成本（预防成本和鉴定

成本）逐渐增加，质量损失成本（内外部损失成本）

逐渐降低；最初质量损失成本降低的速度大于质量

控制成本增加的速度，此时质量总成本是逐渐降低

的，当其降低到一个最小值之后，质量成本降低的

速度放缓，质量总成本就会逐渐增加。传统的质量

成本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就是要找到质量成本最小

的点，即质量可控成本和质量损失成本相交的点。

总之，传统质量成本管理就是在研究质量成

本构成四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企业的一些管理活

动，平衡四个要素之间的支出比例，将企业的质量

总成本控制到最小。

（二）质量成本管理拓展

随着质量成本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一些先进

创新思想和方法的运用，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更深层

次的研究，质量成本各个要素之间以及与质量总

成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质量管理的内容

和重点也在动态地变化之中。克劳士比提出的“零

缺陷”质量成本管理理论认为：质量总成本是随着

产品合格率的增加逐渐降低的，当产品的合格率达

到 100% 时，质量总成本最小。该理论认为当企业

生产的产品“零缺陷”时，所需投入的预防和鉴定

成本是最小的，造成的内外部损失也是最低的。因

此，企业管理层要树立对残次品零容忍，追求合格

品的企业文化，倡导公司全员为质量成本的管理做

贡献，各部门领导要将“零缺陷”的理念准确传达

给基层部门，并将质量成本管理的目标进行量化和

具体化，生产人员在“零缺陷”意识的指引上负责

各个环节质量的把控，将相关的质量管理目标落到

实处。六西格玛管理就是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以

大数据为基础，以“零缺陷”为目标，分为五个步

骤（DMAIC）对企业的质量成本进行管理。定义阶

段（Define）就是确定质量成本管理的目标，测

量阶段（Measure）就是明确测量工具和相关质量

成本数据的可获得性，分析阶段（Analyze）是根

据第二阶段获得的数据对相关的质量问题进行分

析，改进阶段（Improve）针对分析出的问题提出

相关的改进建议，控制阶段（Control）实施相关

的解决方案之后，将企业的质量成本控制到最小。

精益成本管理的思想就是消除不创造价值的环节，

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高的质

量，就是将精益管理的思想运用到企业质量成本的

管理过程中。因此在进行质量管理时应该注重设计

阶段的质量成本控制。

Schiffauerova（2011）认为有别于传统的“学



文献研究 Literature Research

323232 《国际商务财会》2023 年第6期

习曲线”，质量成本构成中的质量控制成本不是

呈指数的形式迅速增加，是可以持续不断进行改

进的，质量总成本的最小值出现在“零缺陷”处。

Zengin（2010）认为通过在企业设立质量标杆，

明确质量管理的标准可以显著控制企业的质量成

本，提高经济效益。Omar（2014）的研究认为“学

习曲线”中质量可控成本和质量损失成本之间此消

彼长的关系是依然成立的，但在增加预防成本和鉴

定成本之后，一些隐性的质量成本是会大比例降

低的，因此质量总成本也呈显著逐渐递减的趋势。

Guinot（2016）认为质量成本在核算时应该注重

设计阶段的质量成本管理，因为设计阶段会显著影

响质量总成本中的外部损失成本。Sawan（2018）

认为仅仅关注生产阶段的质量控制成本不会降低

质量总成本，提高质量效益，应该将质量成本管理

扩展到生产之外的价值创造环节。

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质量成本管理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先进质量管理思想和工具的应用以及

质量管理的绩效评价。王钰（2017）基于价值链

视角对质量成本管理进行研究，认为质量成本管理

应该包含价值创造的每一个环节：企业内部价值链

和外部价值链。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的每一环

节，参与价值创造的全员与质量成本相关。段远刚

（2017）将质量成本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层次的高

度，认为质量成本管理应该超越以往只关注生产的

阶段，更多地要运用先进的质量成本管理工具在战

略层次进行动态化和全局化的管理。甘智文（2018）

认为质量成本管理的终极目标是质量成本大数据

的应用，并且应该持续不断地与企业宏观和微观层

次的需求相吻合。段远刚（2018）认为质量管理

和质量成本管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预防性的质量成本（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

可以显著影响质量总成本，提升企业的质量水平，

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杨世忠（2019）认为

在最新提出“质量创造”概念的基础上，质量管理

的目标就是平衡质量创新带来的效益和所付出的

代价之间的关系，当“创质”的收入大于成本时，

质量成本管理的方法就是可行的。王宇珍（2020）

探讨精益模式下的企业质量成本管理，认为企业应

该树立精益管理的企业文化，聘请专业的精益管理

专家进行指导，让企业全员在精益思想的指导下进

行每环节价值的创造，在每一个阶段对质量成本进

行精益管理。有关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质量成本管

理，韩毅（2022）探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质量

管理，认为企业应该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品质管理

以及成本管理模块，运用信息化系统产生的数据信

息，对企业质量成本进行准确和及时的管理，有效

提高企业的质量水平。

三、质量成本与质量成本管理未来

总结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质量成本管

理更多地聚焦于企业内部，强调通过采取各种措施

和优化内部管理流程，通过加大质量控制成本来降

低质量损失成本，最终努力实现二者之和最小的目

标。传统质量成本管理解决的是通过合理的质量成

本投入和质量成本控制来使得所提供的产品达到

现有的质量标准。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研究者对质量成本及

其管理的内涵有所拓展，但是实践中企业仍然以追

求产品“零缺陷”为目标，其实质还是把现有产品

做好，并没有提升到产品创新层次。然而，要想实

现我国高质量发展，企业决不能仅仅以提供满足现

有质量标准的产品为目标，必须通过产品创新来带

动市场创新，进而设定更高层次的质量标准。比如

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传统手机制造企业所有质量

成本管理努力均化为了乌有，ChatGPT 的横空出世

也会对其他搜索引擎形成降维打击。

因此为了落实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战

略，企业的质量成本管理的内容必须进行扩展，企

业应将研发创新投入纳入质量成本管理的范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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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质量成本应该包括传统质量成本与创新质量成

本两大类。企业传统质量成本管理应秉承现有的质

量成本管理理论、方法，在平衡成本与质量基础上，

确保所提供产品达到现有质量标准。企业创新质

量成本管理应聚焦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努力平衡

研发投入、产品创新、市场回报三者之间的关系，

其目标应该是在相对较长的周期内实现以下目标：

研发投入带动产品创新与升级，产品创新与升级带

来更高的市场回报，以更高的市场回报反哺研发投

入，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现实的困难是，绝对大多

数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过程还比较长，以研发投

入为主的创新质量成本给企业带来效益具有很强

的滞后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通过完善

财税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来

鼓励企业研发创新投入，让政府和消费者分担和弥

补企业的创新质量成本。因此，创新质量成本管理

以及创新质量成本分担机制应该是未来质量成本

管理理论与实务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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