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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质量奖励工作是航天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是质量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本文分析了当前航天单位中质

量奖励实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优化实施质量奖励的方式和内容，并通过实践与应用，总结了

从点到面的质量奖励工作机制，以期为质量奖励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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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lity awar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erospac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a significant channel for 
improving quality cap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awards in aerospace companies, studied the ways and contents of 
opti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awards, and summarized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quality awards from one point to entire area through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which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quality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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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建设质量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

“健全质量政策制度，鼓励地方按有关规定对质量管理先进、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实施激励”。质量

工作作为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和航天强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需要对标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而质量奖励是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亟需开展研究，结合当前的质量形势，完善质量奖励机制，加大质

量奖励力度，充分发挥质量奖励的正向激励和导向作用，推动组织的质量能力提升。 

2. 质量奖励实施现状 

质量奖励，从字面意思看，就是对在质量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实施奖励。质量奖励属

于激励的一种，而激励，是指通过满足员工一定需求期望，激发员工工作动机，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实

现组织目标，同时满足自我需要 [1]。换言之，从本质上看，质量奖励是一个关注组织和个体需要，激发

动机、引导行为以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当前航天单位中有着相对较完善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但针

对质量奖励，尚未能形成适应新形势的奖励机制，实施质量奖励面临诸多问题。 
1) 奖励制度欠缺，执行落地难 
有些单位并没有制定专门的质量奖励制度，仅在统领性的奖励文件中略有提及，缺少针对性的内容；

有些单位制定了质量奖励制度，但为了应付检查只在形式上装“门面”，由于奖励标准不精细，奖励对

象、奖励时机、奖励内容、奖励结果、奖励过程不明确或不统一，部分条款、内容适用性不够等一些问

题，可操作性不强，奖励落到实处难，实施质量奖励本着“差不多”、“大锅饭”、“官本位”的心态，

最终可能“差很多”，使质量奖励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更甚至可能会起到反作用，严重打击员工工作积

极性，从而导致实施质量改进动力不足。 
2) 奖励内容欠缺，上下贯通难 
部分单位由于奖励范围不清晰、奖励事项不全面，会带来上下贯通困难的局面。传统的质量奖励主

要偏重于发现问题的事后奖励，缺少在产品实现过程中对于主动靠前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奖励；

偏重强调干好本职工作是本分，而对于在本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缺少鼓励；偏重针对具体事项

的自下而上主动申请的被动奖励，缺少了对于全局性、系统性工作的自上而下的主动奖励，因此，由于

奖励内容欠缺，奖励策划不到位，奖励边界模糊，造成了组织各层级的质量奖励难以做到上下贯通，组

织基础质量能力主动提升的激励导向性不强。 
3) 奖励意识薄弱，内外联动难 
质量激励是要激发人们持续进行质量改进，最终实现组织的质量目标。罗伯特·豪斯提出了一个整

合模型：激励力量 = 任务内在激励 + 任务完成激励 + 任务结果激励，将内外激励因素有机结合，内在

激励包括工作本身提供的效价和工作绩效产生的效价及其期望值，外在激励包括工作完成带来的各种外

在奖酬的效价 [2]。换言之，质量激励是需要内激励与外激励联动的。实际工作中存在奖励意识薄弱的问

题，反映在重罚轻奖、奖励形式单一等方面，造成了系统性内外联动困难、组织质量工作难以推动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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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激励包括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以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的目的。一般说来，正

激励对实现组织目标效果要好于负激励，而质量奖励就是正激励的手段。古语有云“明赏罚之理”，但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更注重负激励的事后惩罚，忽视了正向激励的事前预防和情感激励的人文关怀，甚

至给员工带来质量人员就是查问题、各种惩罚、唯恐避之不及的印象，奖励力度不大，奖的还不够罚的，

造成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躺平现象。 
质量奖励一般采取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但用系统性思维看，这只是奖励的一个点，

实际工作中还存在重前端质量奖励，轻后端先进经验知识总结提炼、先进事迹宣传的倾向，奖励不到位。 

3. 优化实施质量奖励的思路 

从理论角度，管理学的激励理论，按激励侧重的不同及其行为的关系不同，可以把各种激励理论归

结为内容型、过程性、行为改造型和综合型四大类 [3]，同时激励机制要素一般包括诱导因素、行为引导、

行为幅度、行为时空、行为规划五个方面内容 [4]，结合现状问题分析，优化实施质量奖励，应按照完善

机制、精细标准、实践落地的总体思路实施。 
第一步，完善质量奖励全过程工作机制，形成质量奖励、质量案例知识总结提炼、质量星级团队和

人物评定、质量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全过程，物质奖励与荣誉奖励相结合的院质量奖励工作机制。 
第二步，完善质量奖励体系和标准，修订完善质量奖励管理办法，充分调研新时期质量奖励工作要

求，总结当前质量奖励工作的经验与不足，完善质量奖励体系，精细奖励标准和工作流程，具体化奖励

填报表格，明确奖励后总结案例、推广经验、宣传先进工作要求。 
第三步，实践验证，夯实基础，即通过实践验证质量奖励管理办法的适用性，检验奖励实施效果。 

4. 质量奖励优化举措 

4.1. 完善质量奖励全过程工作机制 

在现有质量奖励工作的基础上，将质量奖励工作由注重前期的评选和奖励，向评选、奖励、宣传、

推广应用全过程转变，完善质量案例知识总结提炼、质量星级团队和人物评定、质量先进人物先进事迹

宣传报道工作，形成质量奖励全过程工作机制。 

4.2. 修订质量奖励管理办法，完善奖励制度 

4.2.1. 梳理修订依据 
对航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质量工作也迈入新时期，上级单位、用户等均对质量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大力强化全员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质量激励，细化量化质量奖励标准，

鼓励个人和单位及早预防、发现、上报并解决质量问题。梳理质量奖励相关的文件，研究如何落实。 

4.2.2. 梳理现状问题 
总结历次质量奖励审查过程中的问题，列举诸如奖励范围不清晰(本职工作是否奖，奖的标准不唯一)、

奖励事项不全面(部分有价值的质量工作无法对应质量奖励条款)、奖励标准不精细(奖励标准级别和物质

奖励额度不细化)、部分条款、表格适用性不够等一些问题的案例，分门别类整理问题，构建奖励数据库。 

4.2.3. 修订要点 
1) 补充质量奖励事项，扩大奖励范围 
质量奖励从开展类别上分为年度先进评比、一事一奖以及专项质量奖励。其中，年度先进评比，分

为年度先进单位、集体、个人的评选；一事一奖，分为对单位、型号、个人的一事一奖；专项质量奖励，

是对阶段性专项质量工作和攻关性质量改进专题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型号、个人的奖励，是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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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质量改进工作和基础质量能力主动提升新增加的奖励内容，强调了对于系统性工作的自上而下的主

动奖励。 
扩大奖励范围，总结提炼了一事一奖的奖励范围包括质量预防、质量改进和质量创优三大方面内容，

鼓励做好本职工作基础上的质量奖励。 
2) 针对不同类别，细化奖励标准 
年度先进评比方面，首次以表格化的形式明确了年度先进评比质量奖励实施标准，具象了先进单位

和先进集体的参评对象，精炼了奖励条件和不能参评条件。 
一事一奖方面，根据奖励对象和奖励内容的不同，首次提炼出奖励实施标准表，对奖励类别、奖励

条件、奖励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更具有指导性。同时，按贡献程度，细化了不同质量奖励类别对应

的实施标准。 
型号的一事一奖中，补充了获装备质量综合激励的情形、飞行零问题的首飞型号奖励情形、获省部

级政府质量奖的情形以及专项质量重点工作表现突出的情形，量化了未发生靶场、飞行质量问题的奖励

情形。 
个人的一事一奖中，重新对奖励事项进行分类，从质量预防、质量改进和质量创优三个维度展开，

共设置六大类奖励条件，包括型号相关的质量预防、航天技术应用及服务产业重大项目的质量预防、质

量故障分析、深耕质量基础实施质量改进、紧急抢险、专项质量重点工作，同时对应不同类别的奖励条

件，首次细化了奖励实施的具体条件，并量化了奖励结果，大幅缩小了奖励额度范围，实操更具有指导

性，更体现公平公正的奖励原则。 
3) 完善奖励流程 
响应业务流程体系建设，按照不同质量奖励实施标准，对每一类奖励的实施新绘制了流程图；细化

了年度先进评比的实施流程，过程更加透明；新增加了对于主动发现问题类个人一事一奖，同步提交主

动发现问题典型范例材料的要求，结合年度《主动发现问题典型范例》书籍编制工作，整合工作要求，

提升了工作效率。 
4) 完善申报材料 
新增加了申报表格。根据质量奖励类别的不同，将原来一份通用的申报审批表进行细化，重新规定

了表格格式，增加了申报类别、内容概述、单位奖励情况、自评情况、申报奖励、部门意见等内容；新

增加了表格填写说明，方便使用，也为后续实现信息化奠定了基础。 

4.3. 与其它事项评比联动形成全方位覆盖机制 

在现有质量奖励工作的基础上，将质量奖励工作与其它事项评比联动形成全方位覆盖机制，不断提

高质量奖励满意度，将个人质量奖励结果与集体、组织的其他奖励结果、考核结果挂钩，内外结合，个

人与组织结合，拒绝“画饼”，充分激发全员参与质量工作的活力和动力。 

5. 质量奖励优化效果 

组织按照修订后发布的新版管理奖励管理办法实施质量奖励，对质量工作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对

确保型号成功、发现重大隐患、避免重大损失及在质量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实施物质奖励，编制

主动发现问题的范例，评选星级人物，编制《年度质量先进人物访谈录》声像片。同时，通过一年的实

践，强化了质量奖励标杆作用，固化了院质量奖励实施与奖励后树标杆的工作机制，有效促进了过程质

量控制前移，提前发现并解决问题，对质量基础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导作用，同时通过宣传质量

先进人物事迹，树标杆、立榜样，不断深化质量意识教育，营造人人讲质量的氛围，激发一线员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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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活力和动力，极大地促进了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 

6. 小结 

通过对当前航天单位中质量奖励实施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了优化实施质量奖励的方式和内容，完善

了质量奖励制度，细化了质量奖励标准和流程，通过实践与应用，形成了质量奖励从点到面的质量奖励

工作机制，加强了质量标杆的示范作用，促进了质量奖励的正向激励作用，推进了全员参与实施质量改

进，夯实了持续保证成功能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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