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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的研究 

王  佳*, 谢爱华, 邓  攀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广州  510435) 

摘  要: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全国检验检测市场的巨变, 加快了检验检测机构的改革进程, 在这

种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下, 本文从全国检验检测市场发展现状出发, 分析了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理论

基础, 提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基本框架, 包括基础能力、技术能力、服务能力、创新能力等 4 个层面, 能

力框架的提出为检验检测体系的能力建设、科学评价以及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等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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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market, the reform process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has been accelerated. Under 

this new situation, new cha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nationa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market, analys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and put forwar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including 4 levels: basic capacity, technical capacity, servic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etency framework provides important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the inspection and testing 

system,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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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检验检测贯穿于产品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 

涉及科研创新、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是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基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我

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工作的推进, 特别是《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中央编办质检总局关于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实施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4〕8 号)文件下达后, 加快了各

级各地检验检测机构改革进程, 各机构整合、混合所有制

和去行政化等做法也提上议事日程, 基层检验检测机构作

为高新技术服务业急需适用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1]。 

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进检验检测机构改革, 从 2013 年

至 2015 年, 国务院、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发布

了《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

导意见》和《关于加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2], 文件指出, 各地在体制改革期间要关注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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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资源的整合, 到 2020 年构建并发展完善以县市

级检验检测机构为基础, 省一级检验检测机构为支架, 国

家级检验检测机构为领头羊, 高效、权威、公正、科学的

食药检验检测机构体系, 充分调动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参

与的积极性, 促进其检验检测能力基本适应食品药品生产

和监管发展的总体需求[3]。 

我国检验检测机构整合工作虽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但从当前各地整合工作现状来看, 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如

机构改革尚不到位、基础建设薄弱, 检验检测专业人才短

缺, 检验检测技术落后等[4], 且随着检验市场的开放和竞

争主体的转变, 对比于外资检验机构的理念、技术、管理、

创新等方面, 我国国有及私营检验检测单位还存在较大差

距[5], 如何更好地推进本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规范我

国检验检测市场的运行和管理, 是当前检验市场急需思考

和对面的问题[6]。 

本文通过全国检验检测市场发展现状, 检验检测机构

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首次从基础能力、技术能力、服务能

力、创新能力等 4 个层面提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基本

框架, 能力框架的提出为检验检测体系的能力建设、科学评

价以及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等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  

2  我国检验检测机构的发展现状 

我国检验检测市场历经 40 年改革开放、伴随我国国民

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步成长[7]。近几年, 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

激励政策, 大力推动第三方检验检测产业的发展[8,9]。外资检

验检测机构在中国不断扩大, 民营检验检测机构开始崛起, 

国有检验检测机构逐渐被“松绑”, 纷纷投身于第三方检验

检测竞争浪潮之中, 这些改变即带来了挑战, 同时也伴随着

机遇[10,11], 现就我国检验检测机构目前现状整理如下。 

2.1  产业结构调整加速 

据国家认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7 年底, 全

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机构达到 36797 家, 较 2013 年底的

24847 家, 近五年年均增长 9.96%; 其中企业制的检验检测

机构 23362 家, 占机构总量的 64.31%; 事业单位制 11369

家, 占机构总量 31.30%; 其他性质 1596 家, 占机构总量

4.39%[1214]。从股权结构来看, 国有及国有控股机构 18066

家, 集体控股 842 家, 私营企业 16660 家, 港澳台及外商投

资企业 257 家, 其他机构 502 家。国内检验检测行业竞争

格局发展为现在的国有机构、外资机构、民营机构三者竞

争, 且随着“放管服”力度的不断加大, “国退民进”的产业

结构调整已成为趋势[15]。 

2.2  产业规模发展壮大 

截至 2017 年底, 检验检测服务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377.47亿元, 共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3.76 亿份, 全年吸纳就

业人口 121.3 万人, 拥有各类仪器设备 575.65 万套, 全部

仪器设备资产原值 2871.33 亿元[12,13]。从总体数据来看, 我

国检验检测资源总量丰富, 机构数量排在前十的省份依次

是山东、广东、江苏、河南、河北、浙江、四川、辽宁、

湖南、陕西。统计表明,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增速

放缓的情况下, 检验检测服务业仍保持了高速发展, 对国

民经济的贡献作用持续上升, 成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重要平台, 为国家“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的战略目

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预计到 2022 年, 我国检验检测行业

市场规模将超过 5000 亿元[16]。 

2.3  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我国检验检测市场历经 40 年发展, 在地理布局上, 

与国民经济东西部一致呈现出东西部不平衡发展的格局。

2016 年底, 按 6 大区域划分的话, 检验检测机构规模比重

分别为: 华东 29.47%, 华北 15.32%, 中南 23.78%, 西南

12.12%, 东北 9.85%, 西北 9.47%[17]。历年, 华东、华北、

中南 3 大区域约占全国检验检测机构总量的 70%, 其中, 

华东地区经济最发达, 市场发达活跃, 机构数量多, 资源

更为丰富[12,18]。 

2.4  市场格局发生改变 

近几年, 检验检测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市场化需求, 也

吸引了社会资本的关注, 一些逐利性资本开始进入检验检

测行业, 2013 年至 2017 年, 私营企业从 6614 家发展到

16660 家, 近 5 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25.98%, 加之越来越多

的检验检测机构深化结构改革, 我国检验检测市场的整体

运行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政府主导投资及业务来

源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传统模式向市场主导的自由竞争模

式转变[19,20]。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 不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

客户都把对质量的要求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包

括产品质量, 也包括服务质量以及渗透社会各方面的质量, 

在这些方面检验检测机构也将大有可为[21,22]。但目前, 占

比达 64.31%的企业制检验检测机构, 普遍存在起点低、规

模小、资质浅、检验检测项目较为单一等不利因素[7,23,24]。

因此, 本文将从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出发, 

提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分析框架, 为机构今后发展

以及检验检测市场的监督管理提供具体的操作思路。 

3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机构能力框架的搭建需要理论作为基础, 本文将从

管理学多角度、多维度进行分析, 研究组成机构能力建设

的诸多要素和影响因素。 

3.1  公共管理理论 

公共管理的“三圈理论”框架, 即“价值、能力和支持—

分析框架”[25]。该理论认为, 公共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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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公共价值。其核心思想包括: (1) 阐明了价值、能力、

支持三者的相关性。(2) 强调了公共价值的根本性, 相对于

能力、支持而言, 价值最为根本。(3) 突出创新的重要性, 

所谓创新, 就是要努力实现具有公共价值, 但目前尚无能力

或尚未得到相关者支持的计划项目, 领导者应该有梦想, 为

社会公众谋求和创造更高层次、更大收益的公共价值[26,27]。 

3.2  企业管理理论 

3.2.1  企业能力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分为资源学派和能力学派 2 个流派。能

力学派即企业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 特别是关于

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28]。

企业核心能力一般是指本企业特有的技术、服务、管理方

面的能力。该学派提出核心能力识别的 3 项检验标准, 即

核心能力应该提供通向多种多样市场的潜在通道; 核心能

力应该能够创造顾客看重的价值; 核心能力是难以模仿

的。此外, 核心能力具有异质性、价值性、延展性、难以

模仿性、路径依赖性以及动态性等特征[29]。 

3.2.2  麦肯锡 7S 模型(Mckinsey 7S model)。 

7S模型指出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全面地考虑各方

面的情况, 包括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s)、风格(style)、

员工(staff)、技能(skills)、战略(strategy)、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30,31], 前 3 个要素是硬件, 后 4 个要素是软件。7S 模

型为能力建设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框

架, 对指标结构特别是二级指标体系作出了贡献。 

3.2.3  平衡计分卡 

“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是一种绩效管

理的工具, 它将企业战略目标逐层分解转化为各种具体的

相互平衡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并对这些指标的实现状况

进行不同时段的考核, 从而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完成建立起

可靠的执行基础”[32,33]。 

3.2.4  成长矢量矩阵 

成长矢量矩阵(growth vector matrix), 以产品和市场

作为 2 大基本面, 区别出 4 种产品/市场组合和相对应的营

销策略。安索夫认为, 企业战略管理是面向未来动态地、

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 企业经营战略是为了适

应外部环境, 对当前从事的和将来要从事的经营活动进行

战略决策[34,35]。 

3.3  系统管理理论 

系统管理理论是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原理, 

把管理视为一个系统, 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考察和研

究整个客观世界, 以实现管理优化的理论[36]。系统管理理

论的核心是用系统方法分析管理系统。为人类认识和改造

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

类的科学思维由主要以“实物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系统

为中心”, 是科学思维的一个划时代突破[37]。 

3.4  创新管理理论 

3.4.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

系, 包括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创新是一种“革命性”

变化、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

值、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家”[38,39]。应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强调检验检测机构创新

的重要性, 特别是跨越非连续性进步曲线的艰巨性。 

3.4.2  克里斯坦森的创新理论 

克莱顿ꞏ克里斯坦森认为创新是生存的必需, 创新不

同于改良, 不创新必然灭亡[40]。他认为颠覆性技术的本质

在于以新兴的、更便宜、更简便的技术取代目前的主流技

术并提出了一套突破性创新原则[41]。他将创新分为连续性

创新与破坏性创新 2 种类型, 构建了破坏性创新二维模

型。应用克里斯坦森的创新理论, 强调检验检测机构的能

力建设在保证机构近期内持续改进的连续性创新外, 还应

同时动员足够多的资源, 关注那些可能导致机构走下坡路

的突破性技术。 

4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的分析框架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

促进产业发展, 支撑自主创新、维护群众利益、保障环境和

社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检验检测行业市场化进程的

推进, 对于检验检测机构的能力提升的关注也不断增强[6]。以

下将围绕形成机制和组成要素, 对能力框架进行简要阐述。 

4.1  能力形成机制 

机构能力产生的前提需具备一定的资源条件(人员、场

地、设备等),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般能力即技术能力。核心

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 主体体现在技术能力与资源的组合

上, 含有“先进”的技术, 但又不是这些技术的简单堆砌, 而

是它们的组合集成, 是实现机构价值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

机构一般能力与核心能力及其与资源、战略的关系(见图 1)。 

 

 
 

图 1  不同层级能力关系图 

Fig.1  Capability diagrams at different levels 



4046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0 卷 
 
 
 
 
 

 

4.2  能力构成要素 

机构能力是由一系列知识要素和技能要素所组成的

复杂系统。知识要素和技术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组合构成了

各种能力, 它们在机构使命、愿景、价值观等活力因素剌

激诱导下, 像一个生物系统而不是机械系统那样进行不断

的组合进化, 以适应环境变化、保持长盛不衰。从机构能

力形成递进机制中, 可以直观地把机构能力的内部构成划

分成四类要素组合, 并由此形成 4 项能力组成的机构能力

结构。 

4.2.1  资源要素之基础能力 

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人、财、物力。这些要素包

括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场所设施、仪器设备、IT 条件等

有形的基础要素[42], 也包括使命愿景、价值观、历史文化、

管理体系等无形的基础要素, 由此形成机构的基础能力, 

基础能力在机构能力结构中定位为一般能力, 是基础性的

要素, 是组合形成其它能力的先决条件[8]。 

4.2.2  技术要素之技术能力 

机构利用资源要素, 开发、合成并依法获得对外提供

检验检测服务的能力。这些要素包括机构通过政府相关部

门、社会相关组织的资质认定、能力认可及其认定认可的

检验检测项目/参数等(全面对接国家资质认定规定、参考

对接国际实验室认可准则)[43]。技术能力在机构能力结构中

的定位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 在建设初期应当视为核心

能力, 但在中期、后期则成为一般能力, 是组合形成其它

能力的必要条件[44]。 

4.2.3  管理要素之服务能力 

机构针对客户需求, 利用基础能力和技术能力, 组合

集成的满足客户需求并超过客户期望的能力, 包括常规检

验、应急检验、风险监测、风险评估、技术咨询、质量评

价、技术服务、公共服务等服务类型, 也包括检验质量、

检验效率、检验态度等服务水平。服务能力在机构能力结

构中定位为核心能力, 是通过实现客户价值进而实现自身

价值的充分条件[45]。 

4.2.4  创新要素之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机构针对环境条件变化和客户需求变化, 

以问题为导向, 利用基础、技术、管理要素, 创造新产品、

提供新服务、实现新价值的能力[46]。创新能力包括捕捉先

进技术、需求信息的吸收能力, 形成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

合成能力, 以及通过新产品新服务实现新价值的延展能力。

创新能力在机构能力结构中定位为核心能力, 是机构高质

量发展的充分条件, 其能力大小是成熟壮大与否的标志[47]。 

4.3  能力建设标准 

能力建设标准是根据组织发展战略需要、应用标准化

的方法制定的能力建设模型, 包括机构能力胜任并达到管

理目标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构化指标。能力建设标准

应适应监管需求和环境变化, 不断推进检验检测机构创造

更多的监管价值。具体作用包含但不限于(1) 成为检验检

测机构能力建设的依据; (2) 成为监管部门评价检验检测

机构能力的模型; (3) 成为监管部门推进检验检测体系建

设的指南; (4) 成为监管部门采购检验服务的参考。 

4.4  能力建设标准架构。 

综上所述, 以上分析更多是基于具体机构的能力分

析架构。如果从体系建设的角度看, 则应当包括体系整体

协同的联动, 形成体系能力建设的总体架构(见图 2)[4850]。 

 

 
 

图 2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框架 

Fig.2  Standard framework for capacity building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5  结  语 

本文通过对现有检验检测市场进行分析, 以及对能

力框架理论的研究, 提出从基础能力、技术能力、服务能

力和创新能力等 4 个层面建立标准, 为检验检测体系的能

力建设、科学评价以及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等提供了重要

依据和参考。且随着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加速推进, 我国检

验检测机构应与时俱进, 走自主创新道路, 打造结构合理

的检验检测从业人员队伍, 增加壮大和整合优化资源, 加

强测试方法、测试技术等技术能力建设, 逐步推进我国检

验检测机构市场化运营, 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逐步缩小

与外资检验检测机构的各方面差距, 实现我国检验检测服

务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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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致病微生物”专题征稿函 
 
 

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子所造成的疾病。近年来, 由食源

性致病微生物菌污染食物导致中毒或死亡事件在全球频发,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

手。食源性疾病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 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公共健康卫生问题。 

鉴于此, 本刊特策划“食源性致病微生物”专题, 由上海交通大学施春雷教授担任专题主编, 主要围绕食源性致病微生

物新型快速检测技术、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分离与检测、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毒力与耐药性、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风险评估、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监测与风险控制与监测分析,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防控与风险评估等展开论述和研究。本专题计划在

2019 年 9 月正刊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丰富的研究经历和突出的学术造诣, 主编吴永宁技术总师及专题主编施春雷教授特别邀请您为本专题

撰写稿件, 综述、研究论文、研究简报均可,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请在 2019 年 8 月 10 日前通过网

站或 Email 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合格后优先发表。 

同时烦请您帮忙在同事之间转发一下, 再次感谢您的关怀与支持！ 

投稿方式: 注明“食源性致病微生物”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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