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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其他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

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浪潮软件集团有限

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方正国际软件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卡斯柯信号有

限公司、迪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延华节能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东大金智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湖

南亚信安慧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欣网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安

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宝葫芦信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翔迅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广西博联信息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榕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紫金支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讯飞启明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华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广

州中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明软件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长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科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太极信息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广西德意数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航天龙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浪潮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华鲲振宇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国祥、李尧、朱晓丽、陈伟、黄锦云、李家良、娜仁

图雅、李杨、赵振文、沈天翔、游建锋、祝婕、林祖琴、卫世光、董军华、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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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孙文芳、黄辉、唐玲、原良晓、卫文、范振雨、蒋晓帆、欧阳萱、祁婷、谭

碧海、李芳、顾鸿翔、李鹏博、程冬平、李旭东、韩立珒、雷唯、潘启柱、赵玥、

王进、黄俊杰、郭秀琴、吴伟榕、谭红梅、陈黎安、邓贤、骆珍珍、曹雪峰、梁

嘉儿、曾子敏、段笑雨、郭德廷、郑东霞、练思媚、杨树敏、赵飞、姚艳、许华

杰、林妙群、罗伟翔、李汉仁、郭慧、武文莉、谭蓓、农文泽、郝海荣、尹正茹、

张明哲、方亚东、林杰、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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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化服务模式正经历着重大变化，信息化

重大工程也从以前的单一工程正向大系统、超级系统工程发展。全球产业格局也

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在深度博弈，围绕技术路线主导权、价

值链分工、产业生态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均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5G、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领域加速战略布局，技术壁垒随之加强。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具有关乎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信息安全的特殊

性，在行业准入方面具有特殊要求。围绕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健康发展，

政府和相关机构宜在多维度为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企业打造良性发展的

生态，对采购产品和企业提出层次性的要求，进一步拓展市场与使用场景；提高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的质量，推动国产化信息系统从“可用”到“好用”，优

化服务质量，完善产业体系；引入竞争机制，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国产化

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性价比，加速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向大众消费市场推

广。

为科学有效地评价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提供者的能力水平，指导国产

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提供者建设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国产化信息系统集

成和服务能力要求标准应运而生。本标准提出了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提

供者的综合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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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

1）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提供者利用本标准建设自身能力，并进行测

量、评估和改进；

2）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需求者利用本标准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

服务提供者能力进行评估；

3）第三方机构依据本标准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进行

客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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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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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9246-2017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概述和词汇

T/CITIF 001-2019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 能力评估体系 能力要求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3.1.1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 local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将国内厂商

设计开发、生产的 IT 基础设备、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

一和协调的系统之中，以及为国产化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提供支持服务，包括信息

技术咨询、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及国产化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集成实施、

运行维护和运营服务等。

3.1.2

能力 capability

组织或个人通过利用资源、知识和技能实现预期结果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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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能力域 capability area

一组相关能力项（3.1.4）的集合。

3.1.4

能力项 capability item

对组织完成某个特定功能可独立的、有意义的能力（3.1.2）。

注：能力项往往预示着多个能力子项的存在。

3.1.5

能力子项 capability subitem

能力项（3.1.4）的分解，一组相关评估项（3.1.6）的集合。

3.1.6

评估项 assessment items

涉及产品、过程、体系或人员的能力得到满足的证明。

3.1.7

能力等级 capability level

组织符合能力要求的级别，等级从低到高分别用 LS1级、LS2级、LS3级、

LS4级表示。

3.2 缩略语

LS：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local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4 能力体系

4.1 能力架构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架构，由能力域、能力项、能力子项、评估项组

成，共包括 5个能力域，25个能力项，若干能力子项，每个能力子项又分别对

应若干个评估项。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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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能力架构

4.2 能力框架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架构，由能力域、能力项、能力子项、评估

项组成，共包括 5个能力域，25个能力项，若干能力子项，每个能力子项又分

别对应若干个评估项。能力域由综合能力、设计研发能力、集成能力、技术支持

能力、管理能力组成。每个能力域，包括若干能力项，构成能力框架，如图 2

所示。

序号 能力域 能力项

一 综合能力

法人资格

注册资本

行业经验与地位

财务状况

人才实力

研发及办公场地

组织信誉

二 设计研发能力 自主研发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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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能力域 能力项

与其它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适配能力

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贡献与奖励

承担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科研能力

三 集成能力

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销售能力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管理能力

已完成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能力

大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技术能力

四 技术支持能力

技术支持管理能力

跨区域服务能力

顾客满意度

五 管理能力

战略管理能力

质量管理能力

信息安全管理能力

供应链管理能力

企业内部信息化管理能力

持续改进能力

图2 能力框架

5 能力子项

5.1 综合能力

5.1.1 组织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事业法人、企业法人或其从事国产化

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的独立分支机构；

5.1.2 组织的系统集成和服务安全管理符合国产化信息系统产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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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组织的注册资本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

5.1.4 组织具有一定年限的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经验；

5.1.5 组织应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

5.1.6 组织应配备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研发、集成、测试、交付、运维相关的

技术人员和高级人才；

5.1.7 组织应具备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研发、集成、测试、交付、运维相匹配

的办公场所；

5.1.8 组织应拥有良好的公众形象，近一年无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在国家

相关信用系统中无“经营异常”或“严重违法失信”等行为；在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

和服务能力评估过程中诚实守信，无弄虚作假行为。

5.2 设计研发能力

5.2.1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设计研发的需求过程进行控制，尤其是需求分

析、需求追溯及需求变更管理过程，以确保产品设计研发的需求质量；

5.2.2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设计研发的过程进行控制，尤其是架构、组件、

接口的设计，以确保产品的设计质量；

5.2.3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编码与测试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产品的代

码质量；

5.2.4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配置管理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其工作成果

得到有效管控；

5.2.5 组织对其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与其它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适配性进行

控制，以确保产品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5.2.6 组织拥有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

5.2.7 组织具备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有关的技术创新性和独立开发

能力；

5.2.8 组织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以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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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组织参与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业相关的标准化和标准研制工作；

5.2.10 组织参与和承担国产化信息系统产业相关的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

目。

5.3 集成能力

5.3.1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合同进行管理，包括合同内容评审、履

约情况监控、变更风险管理等；

5.3.2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的集成与测试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国产化信息系

统的集成过程符合要求；

5.3.3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的交付过程进行管理，以确保国产

化信息系统产品在客户方多样的运行环境中能正常运行，并得到客户认可；

5.3.4 组织自主开发的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应用于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

项目中；

5.3.5 组织对大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的交付过程进行管理，以确保

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在客户方多样的运行环境中能正常运行，并得到客户认可；

5.3.6 组织自主开发的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应用于大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

服务项目中。

5.4 技术支持能力

5.4.1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技术支持过程进行控制，并确保国产化信

息系统/产品相关服务得到响应支持；

5.4.2 组织识别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服务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要求，制定服务

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计划，并监控服务可用性和业务持续性执行状况；

5.4.3 组织具有覆盖多个行业或多个地域的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支持保障的技

术成熟性，以确保组织跨区域服务能力；

5.4.4 组织以客户为关注焦点，建立客户满意度收集、汇总、分析的管理机制或

流程并予以实施，为组织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持续改进提供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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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管理能力

5.5.1 组织最高领导层制定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领域的战略意图，并制定

中长期规划及目标，持续跟踪和监控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

5.5.2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业务的质量管理进行策划，识别质量风

险并进行管理，持续提高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质量管理水平；

5.5.3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的信息安全管理进行策划，识别信息安

全风险并进行管理，持续提高信息安全管理水平，保证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

务安全运营；

5.5.4 组织建立科学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机制，制定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供

应链安全管理方案，识别并控制影响供应链安全和持续供应保证的风险，提高国

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的可靠性；

5.5.5 组织建立健全的内部信息化管理制度，内部的信息化管理应能满足国产化

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可持续发展需要；

5.5.6 组织建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持续创新改进机制，包括创新改进策

划、创新改进实施、创新改进监视和创新改进回顾等。

6 能力等级

6.1 能力等级划分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划分为四个等级，等级从低到高分别用LS1

级、LS2级、LS3级、LS4级表示，如图3所示。并依次定义为初始级、基本级、

良好级、优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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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等级

6.2 能力等级特征

6.2.1 LS1级（初始级）

组织实施了简单的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管理，日常的国产化信息

系统集成和服务活动能有序开展。

6.2.2 LS2级（基本级）

组织实施了必要的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管理，日常的国产化信息

系统集成和服务活动基本有序开展。

6.2.3 LS3级（良好级）

组织的人才、技术、经营和管理等综合能力达到了良好的水平，主要业务领

域具有较强的技术水平，保障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活动顺利开展。

6.2.4 LS4级（优秀级）

组织的人才、技术、经营和管理等综合能力达到了优秀的水平，熟悉主要业

务领域的业务流程，主要业务领域中典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具有较

高技术水平。

7 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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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评估针对评估项收集相关证据，对组织在国

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提供过程中所实施的管理过程和取得的效果进行评分，

综合评价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提供者的能力等级。

能力评价评分按附录A执行。

评价结果的等级和表述方式如下：

a）70 分以上(含70分)，LS4级

b）60 分以上(含60分)，LS3级

c）40 分以上(含40分)，LS2级

d）20 分以上(含20分)，LS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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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评估项

序

号

能力

域
能力项 能力子项 评估项

1
综合

能力

法人资格

组织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或事业法人；

组织及其从事国产化系统集成和服务的子（母）公司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

的企业法人或事业法人

组织的系统集成和服务安全管理符合国产化信

息系统产业要求；

组织或其从事国产化系统集成和服务的子（母）公司拥有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

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

组织拥有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颁发的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证书

注册资本 组织的注册资本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 组织的注册资本

行业经验与

地位

组织具有一定年限的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

务经验；
首份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

财务状况
组织应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

好；

组织的实收资本

近一年营业收入

近一年净利润率

人才实力
组织应配备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研发、集成、

测试、交付、运维相关的技术人员和高级人才；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有关技术人员

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IT基础设备、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厂商认证专业技术人员

研发及办公

场地

组织应具备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研发、集成、

测试、交付、运维相匹配的办公场所；
拥有国家级或省市级认可的、独立的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适配测试环境

组织信誉

组织应拥有良好的公众形象，近一年无触犯国家

法律法规的行为；

在国家相关信用系统中无“经营异常”或“严重违

拥有良好的公众形象，近一年无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在国家相关信用系统中无“经营异常”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评估过程中诚实守信，无弄虚作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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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失信”等行为；

在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能力评估过程中

诚实守信，无弄虚作假行为。

2
设计

研发

能力

自主研发国

产化信息系

统产品的设

计能力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设计研发的需求过

程进行控制，尤其是需求分析、需求追溯及需求

变更管理过程，以确保产品设计研发的需求质

量；

建立了需求获取和管理流程

需求文档包括了功能、性能、兼容性等内容，充分、完整

在自主研发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需求获取过程中应用了建模工具

使用需求管理工具实现双向溯源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设计研发的过程进

行控制，尤其是架构、组件、接口的设计，以确

保产品的设计质量；

建立了设计研发管理流程

设计开发文档包括架构、组件、接口等内容，充分、完整

在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设计研发过程使用了图形化、流程化等方法对子系统模块

进行了设计，充分、完整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编码与测试过程

进行控制，以确保产品的代码质量；

建立了编码规范和测试管理流程

实现需求-测试用例-测试数据-测试结果可追溯性，BUG全过程管理

在自主研发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测试过程中应用测试工具、测试管理工具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配置管理过程进

行控制，以确保其工作成果得到有效管控；

建立了配置管理流程

在自主研发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过程中应用配置管理工具，对全过程进行配置管理

与其它国产

化信息系统

产品的适配

能力

组织对其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与其它国产化信

息系统产品的适配性进行控制，以确保产品具有

良好的兼容性；

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IT基础设备、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厂商适配的测试报告

自主知识产

权

组织拥有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相关的知识产

权；
拥有国产化信息系统相关的授权专利

组织具备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有关

的技术创新性和独立开发能力；

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采用独立开发，拥有软件著作权/市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软件测

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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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以确保国产化信息系

统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

近一年研发费用

研发投入比例（研发投入比例=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技术贡献与

奖励

组织参与与国产化信息系统产业相关的标准化

和标准研制工作；
主导或参与编制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产业的标准

承担国产化

信息系统产

品的科研能

力

组织参与和承担国产化信息系统产业相关的国

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
牵头/联合/协作承担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产业相关课题

3
集成

能力

国产化信息

系统产品销

售能力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合同进行管

理，包括合同内容评审、履约情况监控、变更风

险管理等；

建立合同管理制度

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如 CRM、OA系统）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合同进行内

容评审、履约情况、变更风险等管理

国产化信息

系统集成管

理能力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的集成与测试过程进行

控制，以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的集成过程符合要

求；

有独立的专业测试团队，具备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的专业测试能力

通过测试工具、信息化工具、缺陷管理工具等进行测试和缺陷管理活动，提高测试

的效率和质量，包括不限于自动化测试工具、静态测试工具、压力测试工具等

已完成国产

化信息系统

集成和服务

项目能力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的交付

过程进行管理，以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在客

户方多样的运行环境中能正常运行，并得到客户

认可；

近一年完成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总额

组织自主开发的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应用于国

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中；

近一年完成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中应用自主开发的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

销售总额

大型国产化

信息系统集

成和服务项

目技术能力

组织对大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的

交付过程进行管理，以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

在客户方多样的运行环境中能正常运行，并得到

客户认可；

近一年完成大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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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自主开发的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应用于大

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中；

近一年完成大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中应用了自主开发国产化信息系统

产品的项目个数

4
技术

支持

能力

技术支持管

理能力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技术支持过程进

行控制，并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相关服务

得到响应支持；

建立了完善的技术支持过程管理体系，系统地对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技术支持过程

进行全链条管理（如：建立了指标体系、应用了服务过程所需的技术工具和管理工

具），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技术支持过程所需的资源（如：人力资源、软硬

件、资金等）

组织识别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服务可用性和业

务连续性要求，制定服务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计

划，并监控服务可用性和业务持续性执行状况；

建立了完善的服务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管理制度，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服务可用性

和业务连续性所需资源，系统开展了国产化信息系统服务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相应

的管理工作（如：风险评估、应急演练、应用用于保障可用性和连续性工具等）

跨区域服务

能力

组织具有覆盖多个行业或多个地域的国产化信

息系统产品支持保障的技术成熟性，以确保组织

跨区域服务能力；

近一年完成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项目所覆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数

量

顾客满意度

组织以客户为关注焦点，建立客户满意度收集、

汇总、分析的管理机制或流程并予以实施，为组

织国产化信息系统/产品的持续改进提供输入信

息；

建立了完善的客户满意度收集、汇总、分析和处理客户投诉的管理机制，并有效运

行（如：有专职负责客户满意度、客户投诉的部门；有明确了客户满意度指标，满

意度记录完整齐全；有客户投诉响应指标、处理记录完整齐全）

5
管理

能力

战略管理能

力

组织最高领导层制定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

务领域的战略意图，并制定中长期规划及目标，

持续跟踪和监控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

建立了完善的战略管理机制，基于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

务开展了相应的战略管理工作（如：制定了战略规划、明确了战略目标、实施了战

略措施、开展了战略回顾

质量管理能

力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业务的质量

管理进行策划，识别质量风险并进行管理，持续

提高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质量管理水平；

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系统的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过程进行全过程

质量管理（如：建立了质量管理方针和指标体系、应用了信息化管理系统、具有良

好的自我改进机制），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过程质量管理所需的资源（如：

人力资历适宜、所需的软硬件工具齐全、所需的检验检测设施完备等）

信息安全管

理能力

组织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的信息安全

管理进行策划，识别信息安全风险并进行管理，

持续提高信息安全管理水平，保证国产化信息系

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系统的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进行全过程

信息安全管理（如：建立了信息安全方针和指标体系、开展了系统的风险管理活动、

应用了工具软件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开展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自我改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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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和服务安全运营； 制），确保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过程信息安全管理所需的资源（如：具备完

善的信息安全管理所需软硬件工具和设备设施等）

供应链管理

能力

组织建立科学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机制，制定国产

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供应链安全管理方案，识

别并控制影响供应链安全和持续供应保证的风

险，提高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的可靠性；

建立了完善的供应链管理流程，系统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供应链管理（如：

建立供应链管理指标体系、应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开展供应链管理工作等），供应链

管理信息或记录完整（如：合格供方名录、评价记录、复核记录等）

企业内部信

息化管理能

力

组织建立健全的内部信息化管理制度，内部的信

息化管理应能满足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

可持续发展需要；

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内部信息化管理机制，通过信息系统为战略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

支撑，使用信息化系统对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进行管理（如：通过信息化系

统对战略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为战略目标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为国产化信息系

统集成和服务经营管理提供管理支撑）

持续改进能

力

组织建立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持续创新

改进机制，包括创新改进策划、创新改进实施、

创新改进监视和创新改进回顾等。

建立了完善的持续改进管理机制，包括改进信息收集、改进信息分析、改进方向确

定，有序开展国产化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持续改进活动、可追溯（如：改进信息收

集分析报告、改进计划、改进目标、改进实施、改进跟踪、改进回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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