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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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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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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化、贸易全球化以及特定领域管理标准化需求的增加,在继质量管理体系之后,环境

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不同管理领

域的管理体系标准相继出台。据不完全统计,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管理体系要求类标准已多

达40多项。越来越多的组织为了提高并证明自身的管理水平,选择在组织内应用多个管理体系标准,
尤其是三大管理体系标准: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随着应用管理体系标准的增多,管理成本也随之增加,迫使越来越多的组织选择对原有的多个管理

体系进行整合,或者直接建立一个满足多个管理体系标准要求的整合管理体系(IMS),以提高管理效

率、降低运行成本。ISO为使得各管理体系之间能够很好地进行整合,在2012年发布了管理体系标准

(MSS)的高阶结构(HLS),为体系的整合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为使组织整合管理体系的运行更加有效,例如:避免简单的叠加、与组织业务过程紧密结合、消除对

各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实施效果的不平衡等,开展对整合管理体系的评价、同时识别改进机会,变得十分

重要。

0.2 IMS评价的作用

IMS评价是参照选定的标准对组织的IMS管理体系活动和结果所做的综合和系统的评审。

IMS评价与IMS审核不同:
———IMS审核是依据各被整合的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如ISO9001、ISO14001),判断组织的IMS

是否满足各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审核发现用于确定组织的IMS与各管理体系标准的符合性及

有效性。对于第三方所开展的IMS审核,通常被称作为结合审核,被用于认证的目的。
———IMS评价可提供对组织整体绩效及其IMS的成熟度水平的全面评审,可以帮助组织识别需改

进和(或)创新的区域,确定后续措施的优先顺序。评价不是简单的符合性审核而是体系成熟

度的评价。

IMS评价可作为管理体系审核以外的一种评价和改进工具,评价的输出能够显示组织的优势、劣
势和成熟度等级,以及需要改进的事项(与改进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如果定期进行,则可显示组织在一

段时间内IMS的进步情况及持续改进情况。IMS评价结果可作为组织IMS管理评审的重要输入。

0.3 本标准的目的

本标准旨在建立对组织整合管理体系开展评价的模式,以对整合管理体系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指

导,并使得评价结果具有相对的一致性。通过评价,可使组织了解整合管理体系成熟的程度,同时发现

改进机会,由此不断优化过程和资源,减少重复,改进整合管理体系并提升运行绩效。
本标准中的评价要素参考了《“ISO/IEC导则 第1部分”的ISO补充合并本》附录SL所给出的

ISO管理体系标准(MSS)的高阶结构(HLS)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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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管理体系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对整合管理体系实施评价的原则、要素、准则和实施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外部机构(包括第三方机构)对各种类型组织(无论其性质、规模及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整合管理体系成熟度的评价和对两个及两个以上管理体系整合情况的评价。
本标准也可用于组织对多个管理体系整合情况进行自我诊断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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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19000、GB/T24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整合管理体系 integratedmanagementsystem;IMS
按照一定的整合程度(3.2),对组织绩效的多方面进行管理的单一管理体系,以满足两个或多个管

理体系标准的要求。
注1:整合管理体系的范畴,可以是多个不同管理体系(依据不同管理体系标准)组合而成的结合体系,到共享单一

体系文件、管理体系要素和职责的一体化管理体系。

注2:本定义引自IAFMD11:2013。

3.2
整合程度 levelofintegration
为满足一个以上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组织运用单一管理体系对组织绩效的多个方面进行管理的

程度。
注1:整合针对的是能够将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管理体系标准的文件、适当的管理体系要素和职责加以整合的管理

体系。

注2:当整合程度达到100%时,则称为一体化管理体系。

注3:本定义引自IAFMD11:2013,并通过增加注1和注2进行了改写。

3.3
成熟度 maturity
研究对象达到理想状态的程度。
注1:成熟度内涵有两点:其一是确定对象的完美状态(基于当前认识的,相对的完美状态);其二是确定对象的目前

状态,以及与完美状态的差距。

注2:通常来说,研究对象的成熟度会有一个或多个衡量的分维度。可以用百分数来衡量,也可以用等级来衡量,其

判断标准之间有一定的对应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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