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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料质量交付 

海信日立 1/11 

研发交付 制造交付 市场和用户交付 

物料交付 

1、海信的四个交付 

1、新品阶段，与供方技术人员
充分握手交互，供方匹配对应的
5M1E。 
2、物料质量成熟后，发放批量
采购许可，供方必须保证5M1E
稳定。 

部品资
格管理 

供方资
质管理 

日常业
务管理 

供
方
承
诺 

客
户
要
求 

 强化供方资质管理，源头保证
引入优秀供方资源。 

 强化部品资格管理，保证资质
给予过程合规性，保证新物料
的质量满足批量采购条件。 

 三块业务相互制约，保证权责
利均衡。 

基于物料交付的管理架构 物料质量交付 



一、物料质量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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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管理主线 选用育留 

质量策划 

质量控制 质量改进 

质量处置 

供
应
商
管
理 
主
线 

部
品
管
理 
主
线 

资源储备 供方认定 

绩效监控 例行审核 

评价处置 

分级分类 

供方队伍
优化 

能力提升 

采购协同 

新部品
引入 

（PPAP） 

量产品
管理 

风险评审/
评价 

特性识别/
管控 

认定试验 试流试制 

检验/维持
试验 不良管理 产品审核 

产品质量
改进 

选 
储备和
选用 

用 
管理和
维护 

育 
培育和
赋能 

留 
优化和
淘汰 

基于选用育留的管理地图 

 

•控制计划（技术主线） 

•品类管控策略（管理主线） 

•二级供方管理 

•供应商分类分级管理 

•质量审核(体系+技术) 

•过程审核（重点工序） 

•5M1E变更管理 

•专项问题改善 

•指标、月度&季度评价 

•质量约谈、处罚、考核 

•运营管理、体系能力提升 

•前置管理与预防 

•工艺流程、过程能力评价 

•试验检验能力与认证 

•QC小组活动开展与质量改善 

•关键技术研究与改进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应用 

•资源储备（潜在供方） 

•门槛审核（技术门槛） 

•引入评价（现场审核） 

•部品认定（物料认定） 

•供应商定点（招标） 

•合格供方名录（SRM） 

•质量协议（质量约束） 

•PPAP 

•管理流程完善与优化 

•技术标准制修订与完善 

•供应商处置(限额、限选、停

供、淘汰) 

•先进质量管理引入与推广 

•竞品与行业供方管理对标 留 

（淘汰） 

选 

（合适） 

用 

（好用） 

育 

（用好） 

P A 

C D 

质量策划 

质量控制 质量改进 

质量处置 



二、供应商储备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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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资源池 

行业洞察（看上游）→行业信息调研（品类）→供应商资

质调查→邀请现场交流/走访→优劣势分析→纳入资源池。 

二级：潜在供方 

品类资源规划 →供方筛选（资源池）→潜在供方注册（上传

资质材料）→资质审查→现场审核→摸底→潜在供方库名录 

1、供应商储备 四级名录--资源池和潜在供方 



二、供应商储备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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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品类采购策略、

新品、供货保障、

国产化等需求，发

起《新供方开辟计

划书》，优先从潜

在供方库选择引入 

系统发起供方认定

流程，供应商完善

资质佐证材料，海

信各部门根据该品

类门槛管理标准进

行资质复核 

采购、研发、质量、

工艺部门联合现场

考察，根据审核标

准进行定量评价，

综合评审考察结果，

均可一票否决 

考察合格后，进入

合同签订环节，包

含供货合同、质量

合同 

合同签订生效后，

纳入认定供方名录， 

进入认定供方名录

的供方，可随时发

起 部 品 认 定 流 程

（PPAP流程） 

2、供应商选用 四级名录--认定供方和合格供方 

新供方开辟 

计划书 

门槛及资质 

审查 

联合现场 

考察 
合同签订 

认定供方 

名录 

1 2 3 4 5 

合格供方 

名录 

6 

至少一颗物料部品

认定通过（PPAP

批准）后，进入合

格供方名录；认定

合格的物料进入合

格部品名录 

三级 四级 



三、供应商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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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管理技术主线：品类控制计划 

原材料管理：入

检标准、仓储、

配料… 

作业前准备：物

料、人员准备、

设备工装点检… 

关键工序：人员

资质、设备、工

装管理、参数管

理、现场规范... 

检验管理：检验

工装、设备管理、

检验标准、检验

人员… 

成品管理：包装、

周转、存储、运

输… 

工程过程、操作描述、工装设备、特性、
过程规范、评价技术、样本及控制方法。 

参数对标 供方管控要素 HAPQ技术要求 历史不良问题 各供方质控方式 

• 认定基准,检验指导书 
• 通用质量标准 
• 部品手册 

• 不良案例 
• 故障地图 
• 通用质量标准 

• 供方原控制计划 
• DFM评审 

• 人员检验 
• 设备、工装检验 
• 自动化、视觉对比 

• 参数合理性 
• 参数公差管理（精度） 

品类、失效模式、失效原因、失效环节（二级零部件、制程、
流程体系）、关键特性、执行角色、管控方案、管控标准、
管控频次、固化文件 

供方管理策略主线：品类管控策略 

三化推进 数字化管控 分类分级管理 例行/飞行审核 二级供方管理 

• 技术审核表 
• 体系审核表 
• 关键过程审核表 

全成分分析 维持认定 三级指标管理 

• 实时监控 
• 不良预警 
• 数据追溯 

• 分类分级评价 
• 赋能计划 
• 复评 

• 二级备案 
• 二级审核标准 
• 二级审核计划 

• 生产自动化 
• 人员专业化 
• 管理信息化 

• 图谱标准建设 
• 飞行抽检计划 

• 客诉不良率 
• 制程检测合格率 
• 管控参数执行监控 

• 风险物料年度覆盖 
• 半导体X-RAY半年
覆盖 



三、供应商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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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质量 
-合作共赢 

检验粗放 
-整合优化 

自主改进 
-联合项目 检验控制 

-帮扶改进 

①分级分类管理 

• 外协、外购 
• 电控、结构、系统 
• 杠杆、关键、一般、瓶颈 

②供应商审核 

关键过程审核 

二方审核 飞行检查 

供应商 
审核 

例行审核 

飞行检查 

体系审核 
技术审核 
审核问题点报告(CAR) 

HAPQ主导关键工序的
人机料法环要求确认 
供方主导自审核 

复工复产审核 
关键原材料/工序
外包审核 

问题多发、复发、
改善困难者 
三方专业诊断 

多维度对
应 

③供方变更管理 ④二级供方管理 

综合评审变更申请 

供方发起变更申请 

各部门/环节展开变更验证 

变更通知和实施 

首次变更到货及确认 

变更通过 

资源、技术、质量等评审及风险评估，拟定验证计划 
部品认定、试流、整机试验、改模、改图等 

实施变更、入厂检验、生产跟踪 

加严检验、维持认定试验 

SRM系统（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采购共享平台）管理 

变更类别（5M1E） 
变更范围、变更目的、变更原因、变更对比及佐证资料 

(品牌、供方、产地
等线上备案，5M1E
变更管理) 

二级物料备案 
（关键品类、审核标准，
联合一级供方审核） 

二级供方审核 

（关键二级物料品类，
按照一级物料认定） 

二级物料认定 

（瓶颈二级供方，
如清洗、黄铜） 

二级供方资源池储备 



三、供应商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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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数字化管理 ⑥绩效监控 

⑦绩效评价 ⑧考核与激励 

人员 

设备 

参数 现场 

检验 供方
管理 
平台 

人员资质管理 
关键岗位人员资质确认、预警 

模具、工装保养 
设备计数、提醒、保养记录 
产品不良预测、预警 

产能监控 
节拍监控 
节奏监控 

设备参数采集监控 
参数自动采集、超差报警 

检测结果采集监控 
结果自动采集、超差报警、过程能力分析 

首末件/过程检验 
检验执行确认、检验记录追溯 
检验超标预警、过程能力分析 

封样管理 
线上管理、视觉比对（尺寸外观） 

变更管理 

制程电子流转卡 
数据自动流转、数据储存与分析 

视频监控 
实时监控现场状态、追溯 根据指标表现即时触发供应商改善、审核、约谈、限选、停供等 

技术 质量 

交付 

成本 

行业地
位&历
史贡献 

评价结果：优秀、可选、限选、淘汰、禁用 

月度点评 
季度评价 

质量权重
占比50% 

来料不良率、上线不良
率、停机损失率、AFR
等，等级评价、份额调
整、限禁选与淘汰等。 

质量指标考核 

制程批次质量事件、市
场批次质量事件、私自
变更、弄虚作假等 

质量事件考核 

季度QC课题发表，优
秀课题评价与激励 

QC改善与激励 

战略合作伙伴、质量卓
越奖、优秀供应商等年
度供应商大会大奖 

集团、公司评优 



四、供应商培育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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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赋能培训 

质量管理能力提升赋能培训： 

培训对象：供方质量、工艺、制造等领域
管理层 

培训内容：质量管理意识、工具应用等方
面培训 

如全面质量管理、质量复盘、PPAP、8D、
5W、流程建设、QC活动及其工具应用等；
另有管理标准、技术标准的解读和拉通。 

供应商质量提升高管研修班： 

培训对象：供应商质量分管领导 

培训内容：质量意识 

质量管理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的表
率作用对组织的影响是很大的，员工可以
从企业一把手的言行中判断一件事情的重
要性。一把手需要给业务环节配置适当的
管理资源从而推进能力的提升。 

质检能力赋能培训、考核发证： 

培训对象：供应商IQC、IPQC、OQC 

培训内容：问题意识、检验技能和检出力 

如抽样等检验基础知识、案例/雷区培训、
检验标准、手法、记录等 

另有检验实操培训，理论+实操双培训考
核合格后，发放合格证，具备检验资质。 

常设供应商质量提升高管研修、管理人员能力提升、检验人员能力提升系列课程，从一把手到执行层，全面拉动供应商
优化质量策划、预防、把关能力，及全员质量意识。 



四、供应商培育赋能 

海信日立 9/11 

2、供应商联合项目 

联合

改善 

Workshop工作坊 

年度优秀供应商评选 

三类供方管理帮扶 

联合改善项目 

现场点评和交流 供应商专家聘任 

• 开展供应商Workshop工作坊，专

项能力研讨和提升，如新品管理 

• 结营时，对贡献度较大的供方个人

进行荣誉证书和现金激励 

• 年度举办优秀供方评选时，对在

联合项目中表现优异的供方进行

专项加分 

• 召开大会，表彰质量优秀供应商 

• 管理体系诊断和帮扶 

• .过程管理能力诊断和帮扶 

• 关键过程能力评价和提升 

• 针对TOP问题、疑难问题成立

联合改善项目组 

• 项目结项时，对项目成员（含

供方）进行1%的先进激励 

• 同品类供方月度点评交流

会—问题共享、经验共享 

• 组织同品类供方交流走访

活动—对标和追赶 

• 邀请供方电控板工艺和DFM

可制造性领域专家开展交流会 

• 聘任供方专家为部品技术及加

工制造专家，参与新品评审 



五、供应商优化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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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商业欺诈、偷工减料 
 私自变更、弄虚作假 

诚信问题 

02 

03  管理粗放、改善不足 

能力不足 

供应商优化淘汰 

 针对存在诚信、廉政问题的供方，一经
发现立即淘汰； 

 针对能力不足，持续改善不达标的供方，
执行优化淘汰； 

 针对绩效结果下滑的供方，执行限选/
停供，限期整改。 

 绩效结果持续较差 

绩效问题 



六、供应商合作共赢 

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海信日立/部品质量部 

质量数字化建设 

以数字化转型支撑质量发
展，驱动质量数字化、智
能化，联合搭建供应商管
理平台，共同受惠 

01 

联合改善 

联合研讨产品技术方案、
整机应用场景、产品使用
环境、器件对比分析 

赋能项目开展程序、工具
方法应用、改善结果评价 

02 

技术合作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新设备等四新技术合作 

技术专家、试验资源、专
业研究和检测机构协同 

生产工艺、装备技术支持 

03 

质量工具方法 

整合集团内部培训资源 

提炼优秀改善案例，树立
质量标杆 

开展QC小组活动，策划全
球供应链QC发表大会 

04 

“双赢”，一直是海信对待合作伙伴的态度 

“在奋斗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在成功的峰顶携手欢呼”，这是海信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生态供应链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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