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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践丰富和发展认证技术

董德山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交流活动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已经走过探

索起步的阶段，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了。一件事情，从起步到正常发展，总

要经历一个过程；能否顺利走过这个阶段稳步发展下去，根本上取决于本

身的内涵和意义。如果一件事情有自身独特的内涵和意义，就会比较顺利

地推进发展；反之，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可能也无法唤起参与者的热

情，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这可能也是事物内在之规律使然吧。所以，我

们在经过五年之后探讨这项活动的内涵和意义，可能会使我们走的更加稳

妥、更加长久。

活动本身仅仅是为探讨认证技术搭建了一个平台。平台本身并不重要，

时间、地点、方式、名称均可变化。重要的是平台上的内容，只要内容是

有内涵、有价值的，平台无论如何变化，这件事情这就是有意义的。我们

今天来审视这个活动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总结出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专业

的认证技术；二是坚持用实践语言去表达。

中国的认证工作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回头来看，我们对认证技术

的认识还是有欠缺的。质检是一个技术性的行业，这个行业里面的技术有

很多门类，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检验、检疫、特种设备检测等等，

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门类，还可以细分下去，如计

量技术就可以再分为上百个门类，甚至更多。就认证技术来看，虽然处于

认证认可技术的门类，但又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特点，并有着强烈的实践

性。

认证技术有别于标准化技术。认证的依据是标准规范，但制定标准规

范的过程应属于标准化技术的范畴，在认证工作中应用标准规范就应该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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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证技术，过去在这一点上是有误区的！我们对认证审核检查人员的培

训中大量灌输标准翻译、措辞、编码之类的知识，讲解那些枯涩的概念术

语之间的细微差别；可到了工厂、车间、工地上，发现认证客户对这些东

西根本不关心，基本上就是对牛弹琴，很多现场审核检查人员对此感到困

惑。究其实质，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标准化技术和认证技术之间既有相互

联系的一面，又有相互差异的一面，二者之间不能互相代替。

认证技术有别于认可技术。认证机构往往会把认可规范视为金科玉律，

把达到认可规范的要求作为自身追求。可到了实践中，发现认证客户并不

买账；审核检查人员因为满足认可规范而做的很多事情，客户并不关注，

实际上也没有给客户带来价值，很多审核检查人员对此感到困惑。实际上，

认可技术的对象、关注点、方法都和认证技术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有一些

相似相同之处，但本质的差异是主要的。认可规范一般规定认证机构的行

为底线，也可以说是及格线，认证机构更应该做的是超越及格线，更好地

为客户带来价值。有的机构（人员）以达到及格线为追求，有的机构（人

员）有更高的追求，这是机构和审核检查人员的能力差异造成的。当你的

追求仅仅是及格线的时候，你给客户带来的感受和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认

可规范对认证机构而言，可以看做是对企业的产品标准；企业产品要达到

标准，但如何达到标准的方法却有多种多样。企业的产品要达到标准要求，

但在提升客户价值方面，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仅仅以达到标准为追求，

这样的企业恐怕不会有多少竞争力。当然，认可规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认可规范和认可工作存在的不足，往往会反映到认证工作中。

认证机构和审核检查人员以认可要求作为指针也还存在另一个误区。

那就是，认可工作真的能在方方面面指导认证工作吗？要知道，相对于认

可来说，认证的对象更复杂，有各种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环

境；即使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规模、装备、工艺、内部运行模式也千差

万别。相比之下，认可的对象、目的、方法都要相对单纯一些。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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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相对复杂的行业，技术也必然更加复杂。技术复杂的行业要依靠技术

相对简单的行业来指导发展，一般都是不靠谱的。所以，认证机构不能寄

希望于别人来传授技术，更不能依赖外来的和尚念经，必须充分发挥自身

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自主发展认证技术。

标准化技术、认可技术与认证技术的联系最紧密，是最容易与认证技

术相混淆的两个近亲。搞清楚认证技术与这两个近亲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与其他诸如实验室评审、人员注册等认证认可技术之间的差别就不难理解

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认证技术必须自主地走自我发展的道路，躲在近

亲的屋檐下是长不大的；认证机构和人员必须有这个意识、这个自觉、这

个追求。也只有认证机构和人员，才有可能发展认证技术，才有条件发展

认证技术；任何外来的真经，只能借鉴，不能取代认证机构和人员的天然

位置，不能代替自己的思考和积累。

认证技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管理就是实践”，认证技术如果离开实

践就没有丝毫的价值，对认证技术的探讨和研究必须脚踏实地立足于认证

实践。理论方面的思考和构建也许是必要的，但应该基于充分研究实践的

基础上；如果靠什么基本不做实际认证工作的专家学者造出一套完美的理

论学说和体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质性价值的。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

交流活动所以具有一定的魅力，就是因为拿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认证实践

来说话，杜绝了空口议论。从活动中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这些辛勤工作

在一线的认证人员有技术、有实践、有专业知识功底，实际案例的说服力

远胜于那些东摘西抄的书本教材。

丰富和发展认证技术的实践，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