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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目前的 GB/T 19001—2016几乎适用于所有行业、所有组织，但不能反映出电梯的

行业特点，实施和评价的弹性空间过大，不能满足电梯行业安全质量一体化、安装改造
维修现场分布范围分散、与土建要求配合紧密的特点。因此迫切需要一部电梯行业自己
的管理体系要求标准。在此背景下，本标准编制任务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委托通力电
梯有限公司作为组长单位，组织了中国电梯协会相关成员单位的质量管理专家，经过四
轮的研讨和论证，形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小组成员共 18人，成员组成如下（姓名拼音为序）。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1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陈得泉

2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杜力

3 劳氏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高峰

4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高松

5 奥的斯电梯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韩振红

6 西柏思机电设备（嘉兴）有限公司 黄国梅

7 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兰文东

8 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李齐良

9 天津道尔致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全晶丽

10 天津道尔致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沈思华

11 江苏微标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沈毅诚

12 宁波力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王峰

13 蒂森克虏伯电梯有限公司 王国强

14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王葵

15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王铮

16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温爱民

17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熊宇宁

18 上海先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张国强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编制的整体结构是以通用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19001—2016 为基础，补

充（插入）了电梯行业在质量管理体系方面的一些特殊要求。本标准没有试图将补充的
要求与 GB/T 19001—2016 的要求进行融合并进行改写，主要是考虑到本标准目前的成
熟度，在融合和改写后可能会对标准全文的结构和理解造成影响，另外也不便于在 GB/T



19001—2016 改版后迅速的更新和调整。
增加条款主要根据优秀电梯企业的实践经验，结合小组讨论后提出。主要集中在电

梯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改造等环节，目标是通过这些要求进一步明确电梯行业的
管理特点。

术语方面以最小化为原则，尽量不增加新的术语。

（三） 预期效果
本标准将为电梯行业树立管理体系的基准，从而提高电梯行业整体管理水平，并为

未来有意愿进入电梯行业的企业提供可借鉴的管理模式。本标准自始至终都关注电梯行
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效率）上的平衡，摒弃了可能可以提高管理水平但并不适合电
梯行业特点一些管理要求。正确的理解并实施本标准可以帮助电梯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少
走弯路、规避管理风险，有效提高顾客满意度，减少管理成本和资源的浪费。

（四） 与国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未见国际上电梯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其他行业的类似标准由于行业

特点和标准成熟度不同，很难进行简单对比。本标准在设计和制造环节借鉴了
IATF16949:2016 的要求并根据电梯行业特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编制小组也会随时收集
并借鉴同类标准的优点并予以吸收和采纳。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中没有直接引用任何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标准中以“满

足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表示。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在编制过程中，主要的两个分歧点如下：
1）标准适用范围：
一种意见是适用于电梯整梯制造企业为主。优点是主体明确统一，标准表述简单清

晰，不会包含多层含义，也能涵盖电梯行业产品和服务全过程中大部分的管理要点。
另一种意见是适用范围应同时包括电梯部件生产和配套企业。优点是适用范围覆盖

面广泛，电梯部件生产和配套企业数量远多于整梯制造企业，这些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差距最大，也是最迫切需要提高的目标群体。

经小组成员共同讨论，采纳了第二种意见。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更多的电梯企业能
从本标准中获益，并在电梯制造企业和部件生产企业间建立起能加强互相信任、互相理
解的平台。尽管在标准中会有若干条款主要是适用于部件的生产企业，在描述时“顾客”
所指的主体是指“电梯制造企业”，与通常“顾客”所指的“电梯购买方“或”使用单位“会有所
区别，但不影响标准整体的易读性。

2）是否引用中国现有的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管理要求：
一种意见是应该引用，在标准中体现如“监督检验“、”特种设备“、”型式试验“等名词术

语和规定的要求。优点是希望融合后的标准，电梯企业可以直接采用，并能同时满足
GB/T 19001—2016 的管理体系认证要求和中国安全技术规范的监管要求，不需要额外的、
双重的贯标工作。

另一种意见是不直接引用任何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标准中以
“满足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表示。优点是标准所述的要求就是电梯行业自身特点所应具



备的，更有利于本标准的国际化，而且不会受到任何国家法律法规的直接影响，更不会
由于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变化造成标准的直接失效，从而更有弹性和生命力，特别是在目
前中国电梯行业监管方式预期要发生重要变革的阶段。

经小组成员共同讨论，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七） 贯彻标准的建议
建议在中国电梯协会成员单位中宣传、推广并试行，收集反馈意见及时更新调整，

逐步扩大影响，让本标准成为在电梯行业中认可的好用、易用、管用的标准。直到逐步
成熟并在电梯行业取代 GB/T 19001—2016 的管理体系认证要求，也取代目前中国特种
设备安全技术规范中有关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

（八）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鉴于电梯改造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标准中对改造过程专门的描述并不充分，

但改造过程实际完全可以参照其他过程（设计、销售、制造、安装等）的要求予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