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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与全面创新管理的核心机理 , 指出二者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的不同侧重

点, 利用结构平衡模型建立了企业全面质量管理与全面创新管理的整合模型 , 最后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整合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分析了企业整合后其竞争力的变化情况及整合模型对各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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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随着全球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 质量逐渐成为企业竞

争的焦点 , 其中之一的全面质量管理( TQM) 被广泛应用于

企业的管理实践中, 并逐渐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显现出无可

比拟的优势和竞争力[1]。同时, 企业要想获得持续的质量提

升, 就必须寻求产品、服务和组织的不断创新 , 这导致了全

面创新管理(TIM)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但是笔者认

为, TQM 思想源于质量控制的概念 , 注重事前控制; 而创新

又需要在最终质量检验的结果上进行, 在事后才能得出定

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TQM 与创新的精神是相斥的。因

此, 企业要想获得新的竞争力 , 既需要全面质量管理 , 又需

要加强全面创新管理。从创新的视角看 , TQM 又是一种检

测企业创新能力的方法 , 因此本文尝试利用 SEM 模型对

TQM 与 TIM 进行整合分析。

1 全面质量管理的研究机理

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基于顾客满意战略的管理方法 ,

它没有明显的管理空间和时间界限 , 产品管理区域从上游

供应链一直到下游顾客链 , 人员管理范围从高层管理者到

基层员工。它强调持续不断的改进和优化[2], 最终达到以低

成本获得持续的顾客满意的质量 , 从而超越顾客期望。

1.1 以顾客为中心 , 通过信息分析了解顾客需求

在全面质量管理中, 顾客是管理的中心, 企业的战略计

划、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职能活动必须与顾客的期望与需

求以及主要顾客群之间的差异紧密结合。同时, 顾客又是质

量的鉴定者, 通过营销人员了解顾客的需求信息并及时反

馈给设计人员。设计人员据此信息, 将顾客的期望变成现实

的产品, 最终经过销售人员实现顾客的期望。因此, 只有顾

客的反馈信息在企业所有部门之间顺畅流动, 企业才能真

正了解顾客的需求。

1.2 以企业流程管理为主线 , 制定企业管理计划

在全面质量管理中, 组织被看作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

所有流程组成的整体, 企业的业务是以流程的方式进行组

织实施。每一流程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和活动, 同时又和前

后流程相联系 , 一起构成企业的核心流程, 这种流程化运

作打破了职能部门之间的局限, 加强了部门间的合作, 使

得关注顾客的目标在各个阶段和职能中得到实现, 缩短了

企业与顾客的关系周期。因此 , 企业在制定未来管理计划

时应该以组织流程为主线, 使计划与企业实际流程运作相

吻合。

1.3 以组织领导力为基石 , 制定组织质量战略

质量战略是组织运作的风向标 , 完备的组织质量战略

不仅有利于组织规划质量远景目标, 而且能实现质量远景

目标与所有组织质量活动的整合。组织领导力是组织战略

制定的基石, 组织质量战略制定的成功与否与组织领导力

的强弱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2 全面创新管理的研究机理

2002 年浙江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首次提出了基

于系统与网络的全面创新管理, 它的基本内涵是以提高核

心能力为目标 , 以战略为导向 , 以技术创新为中心 , 以各创

新要素在扩展时空领域内的协同为手段 , 通过有效的创新

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 , 实现全员、全时空、全价值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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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QM 和 TIM 的整合模型

的构架[2]。本文主要从技术创新管理和研发创新管理 2 个

方面进行研究。

2.1 以技术创新为平台, 实现能力与规模的不断升级

在全面创新管理中, 企业必须对现有资源进行

充分的利用和整合, 并且实现自主开发和借力开发

相结合, 建立系统的技术创新网络。同时准确把握技

术的“超前性”, 不断开发有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产品

或项目, 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实现企业能力与规模

的快速升级。

2.2 以研发创新为核心 , 实现企业与外部市场的耦

合

在全面创新管理的研发管理理论中 , 技术创新

要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是被公认的模式。企业只有占

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 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 企业的最

终目的是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利润。如研发部门

研发的产品或推出的新项目不被市场所认可 , 则会使企业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被浪费。因此 , 研发创新必须以市

场为导向 , 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内部市场链 , 将外部竞争环

境转移到企业内部 , 同时与企业资源相耦合 , 从而消减外

部市场的竞争威胁。

3 TQM 与TIM的整合研究机理

整合模型研究的目的, 一方面是检测 TQM 与 TIM 整合

后的效果, 另一方面是研究整合对创新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

的影响。通过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线形模型, 企业的组织

实践由两个自变量组成, 其中一个是 TQM,它包括 6 个因子:

领导力、战略、计划、消费者关注、信

息分析、管理者以及过程管理。另一

个组织变量是 TIM, 它包括技术管

理和研发( 见图 1) 。

4 TQM 和 TIM 的 整 合 模

型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 对

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150 个管理

人员进行调查, 他们都具有丰富的

企业质量管理和创新管理的知识和

经验,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128 份。

4.1 对所选因子的效度和信度采用 LISREL 8.30 进行分析

笔者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信度、效度分析后的结果

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所选因子的拟合度都

大于 0.95, Cronbach’s 系数都大于 0.7。因子具有很高的信

度和效度。

4.2 TQM 与 TIM 变量的相关性研究

为了分析 TQM 与 TIM 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 就需

要根据收集的问卷数据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本文主要

选取影响 TQM 的 6 个内因变量、TIM 的 2 个内因变量以及

影响整合结果的 3 个外因变量进行相关性计算研究 (见表

2)。

由上表可知 : TQM 与 TIM 变量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

性 , 但 TQM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强于 TQM 与 TIM 变量的相

关性。由此可以得出 , TQM 与 TIM 单变量个体有很大区

别。但 TQM 与 TIM 在 3 个整体变量测量中具有一定的相

关性 , 因此可以尝试建立整合模型。

4.3 建立 SEM 结构平衡整合模型分析

SEM 结构平衡模型是一种通用的线形统计建模技术,

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3]。SEM 利用

联立方程组求解且没有严格的限制条件 , 同时允许自变量

和因变量有一定的误差。传统的因子分析只能处理测量误

差 , 而 SEM不仅可以处理测量误差 , 而且可以分析潜在变

量之间的关系 , 它是确定因子与预测因子的融合体。在模

型的应用中 , 当初始模型不能适合数据时 , 就需要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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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M and TIM Integration Research of Enterpr ise Base on SEM Model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TQM and TIM, indicating their different keystone in enhancing the company’s

capability of competition and using the SEM model, the conformity model of the TQM and TIM of the company was built to find

conformity competitive capability of company which could fit one another in quality control and innovation. And then, the model

investigation was used to study and test the conformity model. Based on this, the change in competitive capability and the infec-

tion of conformity model in the TQM and TIM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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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EM 的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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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删除、增加或修改内因变量和外因变量中相关系数较

小的因子 , 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论与数据相拟合的模

型[4](见图 2)。

根据图 2 可知 , 卡方值与自由度两者比小于 2, 近似

误差的均方根值小于 0.08, SRMR 值小于 0.05, 拟合度等

于 0.955。LISREL 的计算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参数拟合较

好。同时, TQM 与 TIM 强正相关 , 相关系数=0.535(P<0.01),

由变量的相关性可知 , 实行全面质量管理有利于研发和技

术创新 , TQM 与 TIM 整合将会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可

用资源。图 2 所示 , TQM 仅与产品质量有强的相关性 , TIM

的 3 个变量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性。从一个定量分析的观

点看 , TQM 与 TIM 的相关性不会影响两个变量。因此 , 可

以得出 , TIM 在预测创新能力方面优于 TQM, TQM 与 TIM

明显的差异显示 TQM 适于质量改进 , 而 TIM 适于创新活

动。

4.4 多元回归分析

TQM 与 TIM 整合对质量改进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可通

过多元回归预测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 , F 检验值大于临界值 , 所以模型可

用。对于 3 个因变量来说 , 随着自变量个数的增加 , R2 的

值也在增加。TQM 与 TIM 整合后 R2 都大于单独的 TQM,

因此 , 整合后对企业产品质量、产品创新以及流程创新都

有有利的影响。相对于单独的 TQM 或者 TIM, TQM 与 TIM

整合对于增强质量控制和创新能力能产生一个协同效应 ,

从而产生新的竞争力。

5 结 论

追求一个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必须先有高水平的质量

管理能力[5]。本文得出两个结论 : ①TQM 与 TIM 在核心机

理研究的理念上具有可逆性, 本文通过延伸质量因子与创

新因子的界限进行整合 , 规避和消减了因子之间的可逆

性 , 以寻求 TQM 与 TIM 在市场需求与企业资源之间的协

同性。从理论的观点看 , TQM 与 TIM 整合可以产生一个测

量与开发的协同效应 , 以进行质量控制和创新能力的研

究。同时 , 相对于单体的 TQM 与 TIM 模式 , 整合可以使企

业的资源配置达到更优 , 竞争力明显增强。②整合后的企

业模式对 TQM 和 TIM 单体都产生正相关效应 , 全面质量

管理可以随时检测企业的创新成果 , 而创新管理也只有在

全面质量管理的检测下不断修正定位偏差。因此 , 本文研

究的 TQM 与 TIM 整合模型对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企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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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因变量

产品质量 产品创新 流程创新

R2 F R2 F R2 F

TQM 0.275 12.202 0.164 6.3543 0.176 6.9983

TQM 与 TIM 0.305 4.6501 0.318 18.8243 0.318 17.9563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

注: 数据 1 代表重要度<0.05, 3 代表重要度<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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