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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正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国信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

展研究院、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中铁“三个转变”研究院、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申悦关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驰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昆明荣者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龙之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国信标准(北
京)信用评价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华、张晓文、刘栋栋、张婧姝、谢林芳、刘伟丽、王志清、钟方达、戴斌、范杰民、
汪地强、顾楠洲、李斌、李韪、杜元辉、张静、王广珍、商全鸿、林垚、王庚柱、王荫皆、萧新桥、杨阳、俞勇、
郭成刚、齐少志、张红群、程亚男、刘兆辉、易文轩、潘英、张鑫、韩绍阳、郑传文、胡海、王永军、何昉、
李健、于汀、雷兵、夏振来、孔德泰、陈艺虹、刘安毅、袁铭蔚、尹海华、李龙、刘文书、刘东、胡海军、郭后军、
肖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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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行业层面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都需要通过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是推动企业改革创新、实
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参照和导向。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评价发展质量的因素往往较为单一。建立科

学合理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将对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指导。
本文件结合我国企业发展实践,从效益发展、创新发展、市场发展、绿色发展、社会责任5个方面构

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评价的准则,为企业发展提供目标导

向,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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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总体要求和评价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是企业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的

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19000—20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4.1 总体要求

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动力,有效地利用国内、

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践行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产品和服务的不断改进,提升核

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实现业务运营高效率、高效益、高增长,同时坚持全面发展、节能环保和保护生

态的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满足顾客和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从而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4.2 评价指标框架

评价指标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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