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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质量发展水平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涵和关键决定要素，对全球竞

争版图的调整和演变产生深刻影响。作为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证

认可在实现全球社会治理和提升国家质量竞争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传递

信任、服务发展的重要工具，被称作质量管理“体检证”、市场经济“信用证”和

国际贸易“通行证”，在社会治理、质量提升、贸易便利化和深化合作等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因而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外业界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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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忻，等：国内外认证认可研究综述与展望

　　伴随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经济体对于
经济发展质量的诉求愈加强烈，认证认可、检验

检测、标准与计量等质量基础设施逐步成为带

动一国制造业提质增效和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支点。认证认可

是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达工业

国家到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均将认证认可视为保

障产品质量、降低贸易通关成本和实现社会质

量治理的重要工具，因而对于本国认证认可行

业发展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认

证认可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对未来研究提出

展望，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推动我国

认证认可行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我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认证认可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
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别认证认可实践与制度框架研究
Ｓ．Ａｍａｒａｌ［１］通过对美国认证制度与欧洲大

学协会的质量审计制度的基本内容、流程与优

缺点的系统分析，指出两种评估体制在管理效

率、信息交流等方面的不同。Ｒ．Ａｌｄｅｒｍａｎ［２］阐
述了美国的认证制度和英国的认证制度，并认

为两国的认证制度具有可以共同发展的趋势。

此外，Ｍ．Ｓｉｌｖｅｒ等［３－５］根据认证制度实施过程

中表现出的特征，对认证制度的优缺点进行了

分析。Ｊ．Ｇｕａｓｃｈ［６］介绍了拉丁美洲认证认可制
度的发展，研究发现：认证认可是拉丁美洲国家

经济工作的一个关键领域，但发展缓慢且不均

衡，缺乏投资环境，企业发展动力不足，财务与

成本问题依然存在，制度结构有待完善，各国的

努力充其量只是不温不火，需要更加重视认可

制度并实施适当的激励措施。世界银行［７］在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报告中指出，认
证制度在东欧和中亚大多数转型经济国家蓬勃

发展，融资困难仍然是困扰上述区域认证机构

发展的瓶颈，区域合作是建立可靠认证体系的

唯一途径。

２．高等教育、食品等领域认证有效性研究
Ｋ．Ｐｏｎｄ［８］对于教育质量评估与认证制度

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指出２１世纪的质量
保障和认证制度需要建立一套具有普遍高质

量教育经验的标准，评价的侧重点在于学习者

而不是教育机构，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开

放评估过程。Ｆ．Ｒａｍｅｔｓｔｅｉｎｅｒ［９］认为，森林认
证是一种森林经营者用于证明森林经营良好

或可持续的制度。Ｈ．Ｓｖｅｎａｎｄｅｓ等［１０］研究了

第三方认证问题，他们指出，伴随高品质食品

贸易全球化发展，规模经济和市场扩张导致食

品国际标准与认证认可需求，第三方认证已成

为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和传递质量信号的可靠

工具。Ａ．Ｈａｔａｎａｋａ［１１］通过对零售商与认证机
构、供应商与认证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

与认证机构之关系的研究，认为第三方认证不

仅仅是用来有效地组织管理市场和贸易的一

种客观、公正的技术性工具，而且可通过当代

的农产品体系重新调整社会、政治、经济之间

的关系。Ｄ．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ｋｅ［１２］通过对德国质量和安
全认证系统数据库的综合农业企业数据的统

计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风险审计缺乏可信度，

认证系统的监控存在一些问题且效率低下。

Ｘ．Ｍｏ［１３］利用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进行估计，发现全国青少年教育协会对托儿中

心的质量认证虚拟变量在水平上显著，从而得

出结论：忽略公司认证的内生性，会显著低估

认可系统的有效性，而导致认证无效的主要原

因是缺乏信息监管。

３．认证在微观主体层面的研究
Ｄ．Ｈｉｌｌ等［１４］认为，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０认证并持

续改进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组织效率、客

户满意度和市场份额。Ｅ．Ｃｈｒｉｓ［１５］的实证研究
表明，ＩＳＯ９０００认证能够提高供应链库存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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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缩短资金周转期与整体运营周期。国际标

准化组织（ＩＳＯ）［１６］认为，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将从６
个方面增强组织（公司、部门等）的竞争力，即

识别商业机遇、契合顾客需求、增强运作效率、

满足法治要求、拓展新市场、防范风险。国际认

可论坛（ＩＡＦ）［１７］研究发现，对于认证动机，受调
查者的４７％认为是内部业务改进，３２％认为是
顾客要求，１３％认为是法规要求，７％认为是其
他，只有１％认为是获得竞争优势。英国标准
学会（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缩写为ＢＳＩ）［１８］

指出，认证认可能够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如经

营收益的增长、产品质量与效益的持续改进、市

场机会的扩大等。Ｓ．Ｉ．Ｗｕ等［１９］运用平衡计分

卡（ＢＳＣ）和基于成本的活动（ＡＢＣ）方法检验了
ＩＳＯ９０００认证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实施
ＩＳＯ９０００认证能够增强企业的业务绩效和财务
收益，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这种正向效果更为

显著。美国国家认可委员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缩写为ＡＮＡＢ）［２０］系统地总
结了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内部好处和外部

好处，如企业市场份额增加、操作效率提高、产

品质量提升等。

４．认证认可制度的收益问题研究
一些国际机构、国外学者还着重考察了认

证认可制度的收益问题。Ｈ．Ｓｐｅｎｃｅｒ［２１］比较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认证的企业收益，认为：
对于ＩＳＯ９００１，企业外部收益主要有：获取竞争
优势、更高的质量感知、减少顾客质量审核、提

高顾客满意度；内部收益包括规范公司文档管

理系统、增强员工质量意识、加强内部沟通、提

高运营效率和生产力；企业实施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认证
的主要收益有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造和

保持新的市场机会、展示环保领导力、改善企业

形象、提高公司可信度和简化 ＥＭＳ。Ｍ．Ｆｒｅｎｚ
等［２２］受英国商业创新技能部（ＢＩＳ）、知识产权
局（ＩＰＯ）的委托，接受创新基础设施挑战基金
资助，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认可制度的经济社会

效益问题，指出：第一，以货币计算的直接经济

价值，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对合格评定机构认

可效益可达到每年２．９５亿英镑左右；第二，国
家计量体系（ＮＭＳ）对工业、商业产生实质性影
响，贡献度约为５０％，ＩＳＯ９００１促进创新和劳动
生产率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基于下游的商

业利益估算，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对质量基础

设施其他维度的效益大约可达到每年３．２亿英
镑；第三，认可制度还将在公共健康与安全改

善、消减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节约浪费和提升

工业效率等方面产生实质性收益。

５．认证认可在经贸、社会等领域的研究
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ＩＬＡＣ）［２３］指

出，认可制度将在５个方面对政府管理和市场
监管产生影响：一是增强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

的信心；二是向政府提供基于国际公认标准的

独立（第三方）认证；三是减少与影响人类健康

和环境保护的决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四是提高

公众信心；五是消除重复检测，降低成本并提高

效率。Ｎ．Ｎｅｕｍａｙｅｒ等［２４］基于１４２个国家（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

验了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认证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的关系，
发现：人均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证书数量与人均可支配收
入、国外直接投资股票、商品与服务出口等变量

呈正相关。Ｈ．Ｊａｉｍｅ等［２５］对四种重要工业产品

贸易出口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出：除供求

基本平衡的水泥行业外，其他三种工业产品产

量的大幅度增长皆归因于企业认证，并成功转

化为显著的经济效益。Ｔ．Ｄａｄｄｉ等［２６］选取７３
个国家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认证与宏观经济发展指数之间的具
体关系，发现：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证书数量增长与发展
指数增长呈正相关。

综上所述，国外业界在认证认可领域的学

术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领域广泛，大致可以划分

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方面，研究视

角集中在认证认可的社会、经贸影响和认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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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实践、制度设计等方面。在微观层面，研究

视角集中在专业认证的有效性、认证认可为企

业带来的收益和认证主体等方面。国外认证认

可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

主。国外学术界的认证认可研究存在的不足之

处是：一方面，对于认证认可的概况或理论研究

较少，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业内学术界对于认

证认可基础理论或理论模型尚未达成共识；另

一方面，已有的量化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观点分

歧，对于如何量化认证认可行为有待深入论证。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认证认可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
以下几个方面。

１．认证认可发展状况、制度安排与国际合
作研究

赵新栋［２７］对我国早期的认证认可制度进

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从制度建设、法律法规、

市场监管、认证机构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构建

我国认证认可新体制的建议。姜茹娇［２８］围绕

双边互认协议和多边互认协议重点介绍了认证

认可互认的当事国、生效时间和产品领域等状

况，并指出国际互认的提出可减少技术性贸易

壁垒，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薄昱民［２９］认为

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存在“大政府、小社会”现

象，他结合我国的体制和国际通行的认证认可

模式，提出以第三方认证认可逐步取代行政许

可，是将认证认可诉诸市场、提升政府效能的必

然趋势。郭晓艳等［３０］指出，在“一带一路”贸易

交往中要切实发挥认证认可作用，明确认证认

可的工作方向，协调推进认证认可的有效性、精

准性和专业性。

２．认证认可有效性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学者们主要是围绕定量检

验与定性分析这两个视角来开展认证认可有效

性研究的。在定性研究方面，王秀清等［３１］指

出，认证认可为食品质量信息传递和企业声誉

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桥梁，能够使消费者在一定

程度上了解产品质量，提高食品质量知情者的

比例，降低食品市场出现低质产品和次品的概

率。何坪华等［３２］通过研究发现，认证管理能够

使认证标志成为食品安全质量信号显示的有效

手段，成为帮助消费者节约信息搜寻费用的制

度工具。刘钢［３３］通过研究发现，认证认可制度

有助于实现农产品的全程追踪监控、推进标准

化生产和树立品牌效应，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褚小菊［３４］系统介绍了基于 ＩＳＯ２２０００标准的中
国食品安全管理认证体系，从降低监管成本与

风险、优化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推进食品贸易、

降低整个食品链风险４个方面阐述了这一认证
体系的显著效果。

在定量研究方面，郑妍妍等［３５］基于世界银

行２０１２年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的相关数
据，使用回归方法和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分析了

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

响，结果表明，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能够增加企业

出口的概率和销售规模。吴龙［３６］以认证成本

收益为视角，选取２００８年中国３５个大型城市
７６６８６家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实证
分析了ＩＳＯ９０００认证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绩效的
影响，结果显示，ＩＳＯ９０００能够显著增加企业销
售收入，区域市场化程度、行业竞争程度与服务

的技术复杂程度均对认证的企业绩效影响产生

调节作用。曾洪鑫等［３７］利用２０１６年对广东出
口消费品认证认可和质量水平问卷调查数据，

采用相关性分析与邓氏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量化分析认证认可对出口消费品微观质

量和宏观质量的影响作用，发现：在微观层面，

认证认可对消费品质量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作

用，在产品符合性和市场符合性方面相关性较

为显著，在社会符合性方面的认证认可仍然有

很大的发挥空间；在宏观层面，认证认可与行业

人才结构、配套能力、环境保护、政策效用等方

面关系较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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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认证认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与贸易便利
化研究

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层面，陈旭东［３８］指

出，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是市场失灵

的重要表现，认证认可作为一种可信度高的、有

效的市场信号发射模式，能够避免逆向选择行

为的产生，消除信息不对称，规范市场行为，优

化资源配置，进而维护市场稳定。纪文［３９］通过

研究发现，认证认可的促进作用体现在５个方
面，即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提高产品质

量安全和管理水平、促进市场交易并降低交易

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健康发展。张磊柱［４０］指出，认证认可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质量管理、提高市场效率

的基础性制度，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

政府职能转变，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和新型市场监管

体制提供创新路径。

在贸易便利化研究层面，韦万春［４１］指出，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成

员国间贸易往来更为活跃，加强检验检疫互认

合作，可实现资源互补，减少贸易中重复检测、

重复认证，加快流通速度，降低贸易成本，提高

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游艳玲［４２］认为，认证认

可发挥着传递信任、沟通生产与贸易、生产与消

费、贸易与消费的纽带作用，是国际通行的现代

质量管理手段与贸易便利化工具，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将发挥独特的作用。王隆重［４３］探讨

了“一带一路”质量合作与贸易便利化问题，指

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应通过多元化、多层

次的区域质量合作，将贸易便利化融入到实体

合作园区建设、质量服务、通过合作、认证认可

互认互通之中，通过沿线区域、行业合作模式和

中小型市场建设，强化中国标准规范的通用性

和认证认可的实效性，不断提升沿线国家间的

贸易便利化水平。

综上所述，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认证认可

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相对单薄，且主

要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我国

认证认可发展状况、认证认可制度体系、认证有

效性、认证认可对国民经济、社会治理与贸易便

利化影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已有

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理论研究不充分，

多数研究集中在现实状况分析、各国认证认可

制度安排介绍、量化检验等方面，关于认证认可

的理论研究或论证偏少，对于认证认可如何影

响经济发展或贸易便利化的机理的研究尚有待

填补；二是量化分析手段单一，仅仅停留在回归

模型等静态分析阶段，未能将动态经济模型引

入分析框架，时常导致实证分析结果出现偏离

或产生观点分歧。后续研究应加强基础理论攻

关，创新量化模型方法，推动国内认证认可领域

研究向更为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方向发展。

　　三、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合国内外认证认可领域的研究成果，我
们认为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研究方法单一。从已有研究所采用

的方法来看，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通过案例分

析、数据图表解析等方式总结国内外认证认可

方面的制度设计、实践活动、有效性、现实状况、

不足与优势，以及在微观层面（企业）和宏观层

面（国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或潜在影响、发展

趋势等。相比之下，关于认证认可领域的定量

研究与分析的成果还比较少，量化分析手段相

对单一，主要是以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数为变量

的各类计量模型检验、基于问卷调查法的认证

认可对企业绩效影响评估和认证认可有效性研

究等。

其二，研究结论相悖。综观已有研究结论

可以发现，就目前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在认证认

可有效性、微观层面的作用效果，以及其对宏观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等研究领域的结论

或观点尚未达成共识。例如，多数学者认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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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绩效水平将得

以显著提升，但仍有部分学者指出，这种绩效增

进效果并不明显。学术观点或研究结论的不一

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领域研究尚欠深入、

不够成熟，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有待提升。

其三，研究视角固化。从已有研究来看，多

数研究是从企业层面开展定性或定量研究的，

宏观的、基于国家层面的认证认可定量研究凤

毛麟角，且选取的样本对象也主要集中在美国、

英国、德国等几个认证认可发展较为成熟的发

达经济体，针对中国、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的认证认可的定量研究

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后续研究应加大对发展

中国家认证认可制度的考察，明确劣势，补足短

板，不断挖掘认证认可的发展潜力。

基于如上研究现状，结合国内外认证认可

建设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应以

先验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认

证认可研究体系，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样

本选取等方面尝试性地开展理论创新。

其一，突破已有定性研究方法的束缚。从

研究成果看，关于认证认可的研究主要采用的

是案例分析、制度介绍、现状分析等定性分析方

法，分析深度有限，仅仅是对认证认可的发展形

势与制度体系、实践活动等进行初步解析，研究

结论的支撑力度不足。在后续研究中，应逐步

推进认证认可领域的定量研究，将统计学中的

指标评价分析方法和数量经济学中的计量模型

方法引入认证认可研究领域。这样，一方面，能

够以评价模型为基准，从多个维度构建国家层

面的认证认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

地评估主要国家在认证认可领域的竞争实力，

明确不同国家认证认可的竞争优势与比较劣

势，开展横向对比，探究当前认证认可的国际格

局；另一方面，应以计量经济学为支撑，运用回

归模型、ＶＡＲ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动态仿真
模型、Ｇｔａｐ模型等多种量化方法，检验认证认

可对于经济、社会、贸易、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影

响，并与质量基础设施的其他几种表现形式进

行对比分析，定量地研判认证认可作为一种质

量提升路径的影响效果。

其二，突破已有研究视角过于宏观的瓶颈。

究其本质，认证认可是基于企业经营而产生的

一种质量管理行为，如 ＩＳＯ９０００１，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等
已大规模实行的企业质量管理认证和环境质量

管理认证，都是在企业层面发生的质量控制实

践活动。但已有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将研究

视角过多地集中在国家宏观层面和产业中观层

面，对于企业微观认证认可行为的研究还不到

位。与很多其他领域“宏观—中观—微观”的

研究脉络发展类似，关于认证认可方面的研究

也应将视角回归企业行为，唯有这样开展的研

究，其基础才更为扎实，所得出的结论和启示才

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指导价值，研究意义也更加

凸显。

其三，弥补理论机理研究的空白。从已有

研究成果来看，认证认可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

并不多见，关于机理、传导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更

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在后续研究中，应在加

大定量分析和微观层面研究力度的基础上，适

当加大理论研究特别是机理、路径等视角的研

究，从管理学、经济学基础学科出发，挖掘认证

认可领域研究的基础理论，同时应在宏观、中观

和微观层面加大对于机理、传导机制等问题的

研究，厘清认证认可行为的影响机理，这样才能

够更好地理解认证认可如何发挥促进经济发

展、加强社会治理、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贸易便

利化的作用。

其四，突破已有样本对象停留在发达经济

体的限制。如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

与质量治理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且具备一定的潜

力，包括中国、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在内的经济体认证认可事业取得了显著

成绩，并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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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的发展中经济体会加强互认合作和双边、

多边认证认可合作，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已成为

全球认证认可事业中一支新兴的、不可忽视的

力量。但与实际情况相比，由于发达国家认证

认可事业起步较早，认证认可的传统研究主要

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层面，关于发展中经济体的

认证认可研究还比较少，且研究方法固化、分析

深度有限。在后续研究中，应加大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以及东盟、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

家认证认可的研究力度，从制度体系、发展特

征、竞争力水平、影响效果和企业行为等方面开

启多元研究，并与发达经济体的认证认可研究

进行比较，甄别差异性，指出优势与短板，以期

能够更好地把脉发展中经济体认证认可的发

展，加强跨国认证认可合作，促进双边或多边互

认框架建设，服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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