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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源张回顾自己的质量管理人生，刘源张不禁感叹：“想一想，

没白干！” 

    “2012年度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倒是吃了一惊。

我不是学者，自认为只是个‘搬运工’，西边的东西‘搬到’东边

去，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去，工厂的东西‘搬到’研究室

来。” 

    这位谦逊的长者，正是被誉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源张。 

“我这一生没白干” 

    1949年，刘源张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到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主修运筹学。1956年，刘源张回国，应

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之邀参与运筹学研究室的工作，从此

开启了他的质量管理生涯。 

    50多年来，刘源张先后在中科院力学所、数学所、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任研究员，但他始终专注于质量管理领域，长期

深入一线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全面质量管理”理念与应用的普

及。刘源张是中国唯一一位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也是费根堡终身

成就奖的全球首个获得者。 

    早在 1957年，刘源张就在中科院力学所运筹学研究室内创建了



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他还身体力行地深入全国各地各厂，

在纺织、机械、冶金等行业里介绍推广质量控制理论和方法。 

“文革”结束后，刘源张应邀到北京内燃机总厂、第二汽车制造厂

帮助开展质量管理工作。著名的“三全”、“三保”理论，也在这一

时期逐渐成型。 

    刘源张认为，质量管理不仅要求考虑经济性和时间性在内的

“全面质量”意义，还应包括售前售后服务的“全过程控制”，并且

应做到“上至领导、下至清洁工”在内“全员参加”。这就是他所提

出的“三全”理念。同时，刘源张指出，要用工作质量保证工序质

量，用工序质量保证产品质量，用员工质量保证工作质量，这便是

“三保”。 

    1979年，刘源张参与创办了中国质量协会，并于 1980年协助

国家经委颁发《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 12月 24

日，国务院颁布《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纲要明确提出“继

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如今这已是家喻户晓。 

回顾自己的质量管理人生，刘源张不禁感叹：“想一想，没白干！” 

“管理也是软实力” 

    刘源张很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在日本，所有的铅笔都有“日

本标准”的符号，小学教师会告诉每个学生，买铅笔一定要看有没

有日本国家标准的符号。所以日本人从小就牢记这一符号，这使得

所有工厂都要学习、使用国家标准。 

   “管理也是软实力，”刘源张指出，提高技术标准的社会认知度



很重要，强调技术标准与管理标准的配合也同样重要。“技术标准与

管理标准都是科学创新的结果，拍脑袋出来的、抄外国东西出来的

都不行，一定要通过科学试验。” 

    多年来，刘源张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国质量管理标准的制订、

鉴定和推行，更提倡质量强国，呼吁让全民都能重视质量。 

    谈起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质量安全等恶劣的事故，刘

源张微微有些激动，斥责“那都是不讲诚信，简直是对市场经济的

误解！”刘源张曾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要求设立质量工程

师制度，现在这一制度经逐步发展为企业的首席质量官体系。后来

他又屡次上书中央，提出制定《质量振兴纲要》，提倡“建设质量强

国”的口号。 

   “要建设真正的质量强国，恐怕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在小学里就

开设质量课程。有了这样一种常识，自然就能形成消费者对企业的

监督。” 

桃李满天下 

    几十年来，刘源张虽从未在高等院校专职任教，但他坚持到群

众中、到领导中去讲课。刘源张总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直接起作

用，而他也确实对在转变人们的管理观念、启蒙人们的科学理解上

取得了成功。 

    刘源张在全国各地多次开办质量管理讲习班，他也是第一个从

1977年始就在中国媒体上作全面质量管理介绍和评论的人。1980年

9月，刘源张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举办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并开



创了先培养讲座辅导员再招收学员学习并进行结业考试的电视教学

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源张也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了。 

刘源张的博士生、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唐锡晋认

为，刘老不仅是良师还是益友。“高峰时期，80多岁的刘院士每年

出席我主持的讨论班超过 10次以上。对他来说，我们讨论的都是新

颖的话题，他也始终保持着求知的热情，”令唐锡晋印象深刻的是，

“刘老特别强调，知识不是精英创造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在科学

院作研究的人创造的，生活中老百姓随时随地都在创造知识。”也许

正因如此，刘老才那么热衷于当一个实践一线和研究院所之间的

“搬运工”吧。 

    直到今天，87岁的刘源张仍坚持着七点钟起床、十一点半睡觉

的习惯。依然每天工作五小时，及时收发邮件，安排工作，精神矍

铄。今年初，刘源张还随团考察了上海外高桥发电厂，了解企业的

质量管理情况。 

    这位勤勉的老人说，他要在自己质量管理人生的第六个 10年

里，做一个质量管理的社会活动家。虽然不能再长期蹲守在一线推

行质量管理，刘源张仍然表示：“我想给企业敲敲边鼓，到那里去讲

诚信和感恩。”这是心目中一份属于国家、属于质量工作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