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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报告内容

1. 企业名称： 东方日升（安徽）新能源有限公司

2. 认证审核的类型：（初次认证审核 其他 ）

3. 注册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铜陵东路 325 号

企业活动范围和场所： 安徽省滁州市铜陵东路 325 号

4. 认证审核委托方：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5. 认证审核时间：计划总人日 6.5 (人.日)，现场人日 6 (人·日)

6. 认证审核活动实施日期：

一阶段组长非现场审核： 2023-12-22 8:00:00 上午至 2023-12-22 12:00:00 上午，

二阶段审核组现场审核： 2023 年 12 月 22 日 下午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

7. 审核组的组成人员姓名及个人注册(确认)信息 ：

姓 名 性别 组内职务 联系电话 注册级别 注册证书编号

吴素平 女 组长 13912864865 审核员 2021-M1MMS-2222867

尹彩侠 女 组员 13218808866 审核员 2022-M1MMS-2274272

8. 企业管理者代表及参与认证审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姓名和职务：

姓 名 常彩霞 张 鑫 蔺彬彬 顾 浩 宣 城 余成惠 杨清虹 刘 露

职 务
副总经理

兼管代

质量部

经理

人力资源

部经理

EHS 部

经理

动力部

主管

工艺部

主管

生产部

主管

设备部

主管

9. 认证审核准则：

9.1、GB/T19022-2003《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9.2、GB17167-2006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10. 认证审核目的：评价企业测量管理体系的实施情况及其有效性，以确定是否推荐认证注册。

11. 审核范围及涉及的区域或部门：太阳能晶体硅电池片的生产。

涉及到公司生产工艺、贸易结算、安全防护、环境监测、能源管理、产品质量检验等方面

的测量设备及测量过程。 审核部门有：管理者代表、质量部、动力部、工艺部、人力资源部、

EHS部、仓储部、设备部、生产部（生产车间）。

12. 一阶段非现场审核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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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收集关于客户的管理体系范围的必要信息、企业资质和法律法规的符合性的说明：

企业申请认证的范围：涉及到企业太阳能晶体硅电池片的产品工艺、经营、贸易结算、安全防

护、环境监测、能源管理等方面的测量设备及测量过程等有关的所有活动的测量过程、部门、

场所，实际位置。

企业注册资本为捌亿元，2022 年 07 月 22 日取得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法人资格满足要求。

企业为重点耗能单位，详见《能源审核情况表》，企业于 2023 年 02 月 14 日取得了 GB/T

23331-2020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号 R197EnMS230161,证书有效期至 2026 年 02 月 13

日，发证机构：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企业产品质量较好，在产品质量、物料交接、能源、安全、环保、现场管理等方面，一直

未有因测量失准引起的顾客投诉及纠纷。

12.2 审核客户的文件化的管理体系信息，结合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充分了解客户

的管理体系和现场运作，以 便为策划第二阶段提供关注点：

企业按照 GB/T 19022-2003/ISO 10012:2003 标准的要求，于 2023 年 05 月 08 日发布了企业测

量管理体系《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相关作业文件。文件覆盖了标准要求建立文件的所

有条款。其中：

12.2.1、标准规定的：体系更改、测量过程性能判定客观准则、人员职责、记录管理、测量设

备全过程管理、计量确认间隔、测量设备调整控制、测量过程策划确认实施、测量管理体系监

视、预防措施等条款均已形成文件。

12.2.2、企业在文件中明确规定了：计量主要职能部门为质量部，在计量职能管理程序文件中

对测量管理体系覆盖下的其它相关部门规定和分配了计量职能。对标准规定的测量管理体系的

软件、环境、外部供方、测量过程设计、测量不确定度、纠正措施等条款也分别制定了文件。

12.2.3、企业采用过程方法编制了《测量管理体系手册和程序文件》，并配有组织机构图（附

录 A），测量管理体系职能分配表（附录 B），明确规定了最高管理者的 6 项职责，管理者代

表的 7 项计量职能，主要计量职能部门—质量部的 18 项职责。并配备了生产工艺流程图。

审核组认为：该企业的资质情况与测量管理体系《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相关作业

文件的符合性、适宜性基本满足标准的要求。

12.3 评价客户现场的具体情况，并与客户的人员进行讨论，以确定第二阶段的准备 情况；审

查客户理解和实施标准要求的情况，特别是对管理体系的关键绩效或重要的因素、过程、目标

和运作的识别情况；

12.3.1、企业产品主要执行标准：GB/T 17473.1-2008《微电子技术用贵金属浆料测试方法.

固体含量测定》、GJB 5023.1-2012《材料和涂层反射率和发射率测试方法》、RS03-GC-103-2023

《光伏 BU 电池片可靠性管理规定》、RSAH/03-CQ-003-2021 《电池片光衰实验标准作业指导

书》、RS03-CQ-024-2021 《光伏 BU 粘度计 DV2THBTJ10 作业指导书》、RS03-CQ-007-2021 《光

伏 BU 电池成品质量检验标准》、GB 30484-2013《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HJ 671-2013《水

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HJ 636-2012《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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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度法》等标准。企业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企业产品要求，识别了原材料检测（硅片厚度

检测、电性能、桨料重量、网板尺寸、胶条硬度，固体含量）、工艺过程中质量控制(制绒反

射率、扩散方阻测试、SE 二次元测试、刻蚀减薄量、丝网湿重）、化验中样品称重过程、成

品功率测试等测量过程，编制了《测量过程及控制一览表》分别对每个不同大类的测量过程的

测量要素从重要性、被测参数名称、技术要求、配备的测量设备名称、测量范围、允许误差（测

量不确定度）、环境条件、操作人员资质、测量频次、监视方法等方面予以有效控制和识别。

12.3.2、检查了企业的配备的测量设备台账和《测量设备计量确认明细表》，对所有在用的测

量设备中的重要测量设备进行了计量确认，有测量参数的技术要求，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以

及验证方法、验证结果和验证人，最近的检定、校准日期全部在有效期内，验证结果均为合格。

12.3.3、企业对电池首尾栅线距离测量、样品称重等重要测量过程，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了测

量要求导出、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明确规定了关键过程的监视方法和监

视频次，符合标准的要求。

12.3.4 根据客户的认证场所和确认的测量人员、测量设备和测量过程等资源的配置满足认证

标准的需求。

12.4 评价客户是否策划和实施了内部审核与管理评审，以及管理体系的实施程度能否证明客户

已为第二阶段做好准备。

12.4.1 企业每年进行一次测量体系内审，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分三组对企业的测量体系进

行内审工作，检查了内审计划、内审检查表、会议签到表、内审报告、不符合报告等资料，内

容完整、规范，内审中发现了一个次要不符合项，并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整改，内审结论：公

司测量体系的运行符合、有效，满足要求。

12.4.2、企业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开展了测量体系管理评审工作，根据管理评审内容的要求，

总经理杨钰主持，副总经理兼管代常彩霞及各部门汇报了相应的评审输入工作情况，评审结论

肯定了建立的测量体系的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质量目标是适宜的，并形成了管理评审报

告 ，满足要求。

13. 二阶段现场现场审核情况：

审核组于12月 22日下午到 12月 25日上午利用3天的时间根据审核计划先后抽样检查了

企业 8 个职能管理部门和生产作业单位，覆盖了 GB/T 19022-2003 标准的所有要素和体系涉及

的主要范围，涉及公司生产、质量、安全和环境管理等。为有效评价公司体系运行的质量，审

核组重点检查了公司计量特征突出的重要环节硅片厚度检测、样品称重等测量过程，掌握了企

业测量管理体系的运行状况和品质。

13.1 就审核证据、审核发现和审核结论进行综述：

13.1.1 总体认为公司领导层重视测量管理体系建立，质量部主要职能作用发挥较好，企

业测量管理体系覆盖人员 90 人，职责明确，具备应有资质。公司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企业产

品要求共识别了 46 个测量过程，其中重要测量过程 8 个，测量过程中测量设备配备齐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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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有 641 台件测量设备，并分类管理，实验室对公司的标准物质进行了管理，建立了《标准

物质台帐》，均在有效期内使用。企业的有用的测量设备均纳入到测量管理体系管理范畴；测

量设备使用环境满足要求；测量设备标识齐全，符合要求；质量部、EHS 部负责对提供服务的

检定、校准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外部服务建有名录和业绩评定。企业对识别出的测量过程

中的重要测量过程和重要测量过程配备的测量设备进行了验证，对重要测量过程根据风险程度

进行了控制和监视。

13.1.2 质量目标完成情况：

检查 DFRS/MM-2023《测量管理手册》规定了公司的测量管理体系管理方针及六项质量目

标一致，公司总目标已分解至各部门，并按规定时间要求进行了统计有具体指标可测量，每季

度统计一次，查 2023 年（2-4）季度《测量目标完成情况表》的已由质量部统计考核，均达标，

符合 GB/T 19022-2003 标准要求，适应性、有效性及对持续运作的控制。

13.2 本次审核共出具一般不符合项二项，未发现严重的或系统性的不符合情况。

13.2.1、检查质量部提供的《测量过程一览表》，未将光谱仪检测材料成分的测量过程识别出

来，纳入一览表统一管控，不符合 GB/T19022-2003 标准 7.2.2 条款的要求。

13.2.2、检查动力部的污水化验室，发现现场使用的 PH 计，0.01 级，编号：C233625128，未

溯源，不符合 GB/T19022-2003 标准 7.3.2 条款的要求。

13.3 审核中重点抽查了电池首尾栅线距离测量过程、样品称重过程测量要求识别、计量要求

导出和计量验证记录满足顾客要求，详见附件《计量要求导出和计量验证记录表》。

13.4、企业建立了七项自校规范进行了企业内部的量值传递，除自校外的测量设备由使用部门

各自负责溯源，并保存检定校准证书。测量设备除自校外全部委托安徽精赛计量有限公司、安

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广东精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广州计量检测技

术研究院、天津市计量监督检测科学研究院、滁州市技术监督检测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等机构检定/校准，根据抽查情况，该公司的检定校准情况符合溯源性要求。详见附件《测量

设备溯源抽查表》。

13.5 测量过程控制

13.5.1 现场审核中重点抽查了电池首尾栅线距离测量过程、样品称重过程，编制了测量过程

控制规范，满足规范要求，详见附件《测量过程控制检查表》。

13.5.2 现场审核中重点抽查了电池首尾栅线距离测量过程、样品称重过程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方法正确。详见附件《不确定度评定报告》。

13.5.3 现场审核中重点抽查了电池首尾栅线距离测量过程、样品称重过程有效性确认，测量

过程监视记录和控制图绘制，基本满足标准要求。详见附件《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记录》、《测

量过程监视统计记录表及控制图》。

14.审核组对是否通过认证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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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上午的文件审核和 12 月 22 日下午至 25 日上午的现场审核情况，

审核组认为：东方日升（安徽）新能源有限公司领导重视测量管理体系工作，质量部作为计量

职能部门，职能作用发挥较好；顾客的测量要求都经识别；测量设备都已经校准和验证；重要

测量过程进行了计量要求导出，测量过程受控并能进行不确定度评定和有效性确认，监视方法

正确有效；体系文件得到有效实施，重要测量人员能力受控，测量设备、测量环境、测量软件、

测量记录及外部供方管理规范。综上所述，审核组认为东方日升（安徽）新能源有限公司测量

管理体系运行符合 GB/T 19022-2003 标准要求，对其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符合性予以肯定，建

议报请批准通过审核。

15、为促进、支持企业测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提高，审核组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希望不断加强对测量管理体系的理解和应用，提升人员对测量管理体系的认知、能力和意

识，使测量管体系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服务于提高产品质量、贸易和安全等方面的控制。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审核组: 吴素平 尹彩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