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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立和运行以 ISO9000 族标准为基础的质量管理体系时，如何关注和运用统计技

术是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几年来通过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实施与运行，认为掌握和运用

统计技术，并将其作为一种管理工具进行推广势在必行，是各种先进管理方法的要求，是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改进组织业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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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计技术及其作用 
 

所谓统计技术是指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变异并进行推论的技术。简单地说，统计技术

就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可以说，统计技术强调

的是“运用”的技术，是与实际工作结合的应用，是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分析+管理”，

是“由特殊到普通再到特殊”。因此，统计技术要求我们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问题，不仅

要找出答案而且要利用这个答案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把分析的结果“技术化”、“管理化”，

最终达到解决问题，提高控制水平，提高安全系数的目的。可用一个公式简单地描述统计技

术： 
统计技术=数理统计方法+专业技术+管理措施。 
 
统计技术有助于对这类变异进行测量、描述、分析、解释和建立模型，甚至在数据相对

有限的情况下也可实现。这种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对更好地理解变异的性质、程度和原因提供

帮助。从而有助于解决，甚至防止由变异引起的问题，并促进持续改进。学会并正确地运用

统计技术，可帮助企业了解变异，从而有助于企业解决问题并提高有效性和效率。 
 
2 统计技术应用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我是从事体系管理工作的，常常在一些部门看到其收集一些数据，问统计这些数据对工

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答案是否定的，经与基层内审员沟通，认为在统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上存在的普通问题主要有： 
一、作用和目的不明确，统计技术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我们运用这种数理统计方法要

干什么？——“不知道，因为要求用所以就用”。既谈不上主观能动性，也谈不上目的计划

性，一片茫然； 
二、在制订或者修订工艺控制参数、技术要求、管理措施时，完全凭经验、靠感觉来决

定，根本没有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以分析结论作参考的这样一种意识，

因此，也就谈不上统计技术的应用； 
三、统计技术的应用只是进行了前半段，即只是机械地选用了一种数理统计方法对问题

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这种分析很大程度上只是简单的、现象的、罗列式的进行，既不深入

也不彻底，更谈不上提示事物或过程的规律。 
四、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得出了结论性的意见，但没有和专业技术、管理措施结合，

数理统计方法运用分析完了之后，结论和资料同时存档，已经存在的问题，仍然将继续存在



下去。 
五、在作出某项具体规定要求之前，事实上进行过相应的统计和分析，但只是当事者在

计算纸上的草算，算完得出结论就扔，没有任何可追溯的资料，既无法讨论也不能进行对比

验证。 
分析这几方面问题，我认为：统计技术应用的难点不在于具体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而

在于怎样把数理统计方法与专业技术和管理措施相结合。 
 
3 统计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 
 

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于管理中，不仅能帮我们分析出问

题的症结所在，还能为我们的管理提供思路和方向，这样就会实现高效地工作，进而推进精

细化管理。在此，我举这样两个例子，安全事故对煤炭行业来讲已不再陌生，每次发生轻重

伤事故后，虽均按“四不放过”原则进行了分析处理，但事故照样频频出现。如果我们抽时

间能很好地把近两年的事故进行一下统计，并将发生事故的月份、原因及事故的类型进行分

类汇总，不难发现原因归结有以下几方面。从发生的月份、时间进行分析：一是有的煤矿不

注重均衡生产，盲目追求产量而忽视员工的安全，所以前半年事故发生往往多于后半年。二

是员工存有侥幸心理（特别是在临近下班时间、节假日期间等），“安全伙伴”没有真正发挥

其作用。三是零点班安全事故发生机率相对多，员工精神相对疲软。针对此现象，我们要重

现场管理，领导跟班制应落到实处，彻底将一些薄弱环节消除在萌芽状态；从发生的原因来

看大都是违章作业造成的，说明我们的安全文化理念还需下大气力进行灌输，特别是新上岗

员工，企业要引导员工牢固树立“人人都是安监人员，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理念，作为企

业的员工，不能认为安全检查事不关己便置若罔闻，对发现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放任自流、

置之不理。只有人人参与安全管理，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事故，才能可靠地保证企业和员工的

安全利益。从软硬件分析，一些设备设施硬件投入不足，监控系统不完善，安全检查有头无

尾，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无跟踪整改和落实等。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分析出事故发生机率高

的真正原因，很快就能对症下药，有针对地性地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班组成本控制分析。

有的单位班组仅对每天的生产情况、消耗情况进行了汇总统计后就告一段落，但对成本上升

或降低的因素却视而不见，确定成本控制的重点和切入点更是无从谈起。为真正降低成本，

就应通过“班组成本核算表”对班组产量、质量、消耗、成本、经费完成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找出成本升高的原因，制定下一步改进措施，并以书面分析报告的形式上报车间，以作为对

班组完成情况考核的依据。制定出可行的降低成本措施，比如可从提高产量、优化原料结构、

提高合格率、节约维修费用、节约动力成本等方面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为此，利用月考核这一契机，就各单位如何利用统计技术进行测量、分析、描述并寻找

相应的规律进行了现场指导。在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中“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原则强调：“有

效决策是建立在数据和信息分析基础上”。在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但哪些信

息是有用的不可能一目了然，而是蕴藏在大量的原始数据中。因此，需要对这些数据做科学

的整理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在数据和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所以，

我们要求相关单位人员要树立用真的、有效的数字说话，用事实说话的思想，从而用系统科

学的方法对产品、过程和体系进行有效性分析，发现产品、过程和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各种

变异），做出正确决策，采取有效措施，以实现产品、过程和体系的持续改进。“态度决定一

切”。当然，这需通过培训使内审员进一步掌握统计技术的知识和工具。有了用数字讲话，

以事实作为决策依据的思想，我们就有了使用统计技术工具的动力和源泉，然后通过行之有

效的培训使员工掌握统计技术的知识和工具，以便进一步实施“用数字讲话”的思想。 



 
实践证明，变异是普遍存在的，它存在于组织管理体系运行的每一个过程和环节。统计

技术是识别、分析和控制过程和产品特性发生变异的重要手段。在过程运行期间，受人、机、

料、法、环、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否存在失控状态下的变异，只有对其信息进

行收集、处理和分析才能得到，也只有在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找出问题，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

纠正措施。很多情况下，不合格或潜在不合格的原因是难以直接观察到的，这将直接关系到

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是否有效和有效的程度如何。这就需要我们采用一定的统计技

术借助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