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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帮助企业更好理解 ISO56002:2019《创新管理-创新管理体系-指南》，使其能够按照“过程方法”建立创新管理体系或者基

于“过程方法” 和“风险管理”对创新管理体系进行审核，我们对创新管理体系一些重要过程进行了过程分析，分析了每个过程的过

程输入、过程输出、过程作用、过程风险、过程策划和过程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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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Approach and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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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help enterprises better understand ISO56002:2019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enable them to establish or  

audit IMS based on “Process Approach” and “Risk management”, we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ome important 

processes of IMS, including input, output, role, risks, planning, auditing of ever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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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ISO 发布了 ISO56002:2019《创新管理-创新管理体系-指南》。该指南是 ISO 的管理体系⽅法和创新管理的全球最佳实践的整合，对所有

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都有⾮常重⼤的指导意义。为了帮助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更好地理解该标准，笔者将基于对欧盟已经发布实施的创新管

理系列标准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上，对 ISO56002:2019 进⾏深⼊的研究和分析，推出了有关创新管理体系的系列研究⽂章。本篇将基于“过程⽅法”和“风险管

理”对创新管理体系的⼀些主要过程进⾏分析，使企业能够更加深⼊理解标准，更加有效地建⽴和审核创新管理体系。 

创新管理体系和其它管理体系⼀样都是有⼀些过程组成的，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是建⽴在每个过程的有效性的基础上的。⽽为了使每个过程有效，就需

要理解每个过程的输⼊、输出、过程在整个体系中的作⽤、以及影响过程作⽤实现的过程风险，企业在建⽴创新管理体系时，就可以根据识别出的过程风

险有针对性地进⾏过程策划和过程审核。 

我的系列⽂章中已经对创新管理体系每个过程的输⼊和输出进⾏了分析，我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过程作⽤、过程风险、过程策划和过程审核，其

中：“过程策划”是建议企业在建立创新管理体系时如何策划和实施每个过程；“过程审核”是建议企业如何审核创新管理体系的每个过程。因为篇幅

所限，我们抽取创新管理体系的几个主要过程进行分析，如下表所示： 

创新管理

体系的过

程 

过程输⼊ 过程输

出 

过程作⽤ 过程⻛险 过程策划 过程审核 

4.1理解

组织及其

环境 

4.1.1总

组织的宗

旨； 

创新管理

体系的预

内外部

因素分

析结

果； 

通过内外

部环境因

素的分

析，帮助

内外部因素识别不全⾯； 

内外部因素分析不准确； 

更新不及时。 

制订内外部环境分析的程序； 

分析⼈员要具备⼀定的能⼒或委托

专业机构完成； 

对内外部环境分析报告进⾏组织专

审核员对组织的环境要有尽可能细致的

了解，提前进⾏内外部因素信息的收集

和分析； 

查看内外部环境分析报告，与⾃⼰的分



则 

4.1.2外

部因素 

4.1.3内

部因素 

期结果 潜在的

机会和

威胁 

识别创新

管理体系

的潜在的

机会和⻛

险，确定

潜在价值

实现的机

会领域 

家进⾏评审。 

 

析进⾏核对，查看是否有重⼤缺失，分

析是否准确； 

根据内外部环境分析的程序的规定和审

核员所了解到的重⼤内外部环境因素变

化，查看前⼏次的报告，核对时间、频

次和更新的内容； 

如果分析差距较⼤，沟通、查看分析⼈

员的能⼒、岗位能⼒要求以及分析过程

的管控。 

4.2理解

相关⽅的

需求和期

望 

机会领域 内部或

外部、

当前或

潜在的

相关

⽅； 

相关⽅

的需求

和期望

分析结

通过识别

与创新领

域有关的

相关⽅的

需求和期

望，确定

创新的价

值定位 

相关⽅识别不全⾯； 

相关⽅要求和期望识别不

准确； 

更新不及时。 

制订相关⽅要求识别的程序，明确

识别相关⽅需求和期望的责任⼈、

渠道、⽅法和使⽤的⼯具； 

分析⼈员要有⼀定的能⼒或委托专

业机构完成； 

进⾏必要的评审。 

抽取 4.1 识别的机会领域，核对相关

⽅识别是否全⾯； 

抽取⼏个主要的相关⽅，了解其识

别的⽅法、核对其需求和期望是否

准确； 

抽取⼏份相关⽅要求和期望的分析

报告，并与内外部环境分析报告的

时间进⾏⽐对，核对其更新的时机

是否符合要求； 

查看分析⼈员的能⼒是否符合要



果 求。 

6.1应对

⻛险和机

会的措施 

4.1所提

及的因

素； 

4.2所提

及的需

求、期望

和要求 

需要应

对的⻛

险和机

会； 

应对⻛

险和机

会的措

施； 

导致创

新举措

的机会 

根据内外

部环境的

分析结果

和相关⽅

要求和期

望的分析

报告，确

定要应对

的⻛险和

机会，并

策划措施

确保机会

和⻛险得

到处置 

确定的⻛险和机会有重⼤

缺失； 

⻛险和机会的应对措施不

充分； 

没有策划如何整合和评价

有效性； 

没有及时更新 

创新主管部门根据内外部环境分

析，组织各部门识别创新机会（包

括引起创新举措的机会）和⻛险； 

创新主管部门依据相关⽅需求和期

望的分析，建⽴机会和⻛险评价的

准则，并报最⾼管理者批准； 

创新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将识别的

⻛险和机会，按照评价准则对其分

析和排序，并确定需要应对的重⼤

机会和⻛险； 

创新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针对评价

出的重⼤⻛险和机会，制订措施； 

将应对措施报最⾼管理者批准； 

创新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策划如何

落实这些措施，如何整合进⼊创新

管理体系过程，如何评价这些措施

的有效性； 

编制创新机会和⻛险识别评价和处

查看组织的识别和评价出的重⼤⻛险和

机会，与内外部环境分析报告进⾏⽐

对，查看报告中列出的⼀些重要的⻛险

和机会（包括引起创新举措的机会）是

否进⾏了识别； 

查看相关⽅评价准则是否体现相关⽅的

需求和期望的分析报告的结论； 

抽查⼏个机会和⻛险的评价过程是否存

在明显偏差； 

与最⾼管理者访谈了解管理层认为的重

⼤⻛险和机会，与评价的结果有⽆⼤的

偏差； 

查看重⼤机会和⻛险是否都制定了措

施，是否策划如何整合、如何评价有效

性； 

抽⼏个重⼤⻛险和机会，凭主观判断以

及查看措施的实施情况、相关绩效报告

和去年和今年的重⼤⻛险和机会有⽆太



置的程序，并明确如何根据内外部

环境的变化、相关⽅要求的变化重

新进⾏⻛险和机会的识别评价。 

多相同，评审其措施是否充分； 

查看内外部环境和相关⽅需求和期望发

⽣重⼤变化，组织是否更新了重⼤机会

和⻛险清单。 

 

6.2创新

⺫标及其

实现的策

划 

6.2.1创

新⺫标； 

6.2.2⺫

标实现的

策划 

创新⽅

针； 

创新愿

景； 

创新战

略； 

适⽤要

求； 

确定的机

会领域和

重点关注

的创新类

型 

创新⺫

标； 

⺫标实

现策划

的措

施； 

创新绩

效指

标； 

⺫标实

现对组

织架构

的要求; 

⺫标实

围绕要应

对的⻛险

和机会以

及确定的

应对措施

建⽴创新

⺫标，并

策划实现

⺫标的措

施，确保

要应对的

机会和⻛

险得到处

置、措施

创新⺫标不全⾯； 

创新⺫标不可⾏； 

创新⺫标与创新战略、创

新⽅针、创新愿景不⼀

致； 

⺫标没有及时更新； 

⺫标实现的策划不充分、

不合理或不可⾏； 

⺫标实现的策划没有及时

更新 

 

创新主管部门制订⺫标⽅案，依据

组织愿景、战略和⽅针，确定的机

会领域,明确重⼤机会和⻛险应对

的程度作为组织⺫标，并将这些机

会和⻛险以及措施落实到相关职能

和层级； 

⺫标⽅案经过相关部门确认并报领

导层批准； 

相关部门针对各⾃的创新⺫标制订

⺫标的实现⽅案。⽅案包括：创新

举措、组织架构、职责分⼯、时间

安排、在战略和举措组合层⾯的评

价准则、结果的评价指标； 

⺫标实现⽅案要报创新主管部门评

查看重⼤⻛险和机会清单，抽取⼏个重

⼤⻛险和机会和措施是否有相应的⺫

标，⺫标是否落实到相应的职能和层

次； 

抽⼏个⺫标，查看⺫标的实现⽅案是否

全⾯、合理； 

查看是否有新的重⼤的机会和⻛险，如

果有，⺫标和⺫标的实施⽅案是否进⾏

了调整。 



现对⽀

持过程

的要

求； 

得到实施 审，并交领导层批准； 

如果创新机会和⻛险发⽣变化，及

时调整⺫标和⺫标的实现策划。 

7.8知识

产权管理 

创新战

略； 

⺫标实现

对组织架

构的⽀持

过程的要

求；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法 

建 ⽴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办

法，使知

识 产 权

得 到 有

效管理 

没有建⽴知识产权管理办

法； 

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与创新

战略的不⼀致； 

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的内容

不全⾯； 

管理办法中的要求没有有

效实施。 

分析组织的创新战略，研究创新战

略对知识产权管理的影响，然后制

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要覆盖标准的要

求，并将相关要求整合到相关创新

举措和创新过程管理⽂件中。 

查看组织是否建⽴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对照创新战略，检查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是否与创新战略⼀致； 

对照标准要求检查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的内容是否完整； 

在审核创新举措和创新过程时，查看是

否有知识产权管理的要求，是否与知识

产权管理办法⼀致。 

8.1运⾏

的策划和

控制 

创新机

会； 

实现⺫标

策划的创

新举措； 

组织架

构； 

策划、

实施和

控制创

新举

措、过

程、架

构和⽀

策划并实

施创新举

措、过程、

架构和⽀

持，以应

对创新机

会、落实

部分 6.1 确定的应对创新机

会的措施和 6.2 确定的⺫标

实现策划的措施没有体现

在创新举措和创新过程的

准则中； 

没有按照准则实施； 

实施对创新管理体系的变

将 6.1 确定的应对⻛险和机会的措

施以及 6.2 确定的⺫标实现策划的

措施落实在创新举措⽅案和创新过

程程序中； 

严格按照创新举措⽅案和创新过程

程序执⾏； 

在相关的程序中规定在 6.1 应对机

抽查 6.1 确定的应对⻛险和机会的措施

是否落实在对应的创新举措和创新过程

中，作为准则，并检查实施情况，以及如

涉及管理体系变更是否进⾏⻛险评估； 

抽查 6.2 确定的应对⻛险和机会的措施

是否落实在对应的创新举措和创新过程

中，作为准则，并检查实施情况，以及如



⽀持 持的通

⽤要

求。 

实现⺫标

策划的措

施 

更前没有进⾏⻛险的评估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计划的变更发⽣后没有

评估变更的后果并采取必

要的措施； 

创新举措和过程的外包和

合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创新举措和创新过程的控

制没有及时进⾏更新。 

会和⻛险的措施、6.2 实现⺫标策划

的措施以及纠正和预防措施，如涉

及管理体系的变更，要求实施前要

进⾏⻛险评价，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计划的变更在内外部环境分析过

程予以考虑； 

在创新举措和创新过程管理⽂件中

规定创新举措和过程进⾏外包和合

作前，要进⾏⻛险评估，根据评估

结果，制订控制措施并实施； 

在创新举措和创新过程管理⽂件中

规定，如果有新的 6.1 应对机会和

⻛险的措施和 6.2 实现⺫标策划的

措施，应及时更新创新举措⽅案和

创新过程。 

涉及管理体系变更是否进⾏⻛险评估； 

抽查纠正和预防措施实施前如涉及管理

体系变更是否进⾏⻛险评估； 

抽查外包合作项⺫是否进⾏了⻛险评

估，如存在较⾼⻛险，是否制订控制措

施并检查实施情况； 

查看是否有新的 6.1 应对机会和⻛险的

措施和 6.2 实现⺫标策划的措施，如果

有，是否及时更新创新举措⽅案和创新

过程。 

8.2创新

举措 

策划、实

施和控制

创新举

措、过

创新举

措的管

理和实

施 

使每⼀个

创新举措

得到有效

管理 

创新举措没有建⽴明确的

范围，包括⺫标、限制、预

期结果； 

没有确定评估指标，或指标

制订创新举措管理程序，明确创新

举措的管理要求，包括：创新举措

的范围、⺫标、限制、预期结果、可

交付成果、评价指标和使⽤⽅法、

抽查⼏个创新举措有⽆⽅案，查看创新

举措的范围、⺫标、限制、预期结果、可

交付成果、评价指标和使⽤⽅法、管理

和决策架构、领导⼒、管理架构、资源、



程、架构

和⽀持的

通⽤要求 

不合理； 

没有明确的管理和决策架

构； 

团队领导⼒不⾜； 

管理架构和职责不明确； 

团队⼈员能⼒和经验不⾜； 

没有建⽴必要的内外部合

作； 

没有明确创新过程或过程

不适宜； 

知识产权和其它关键资产

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没有识别和控制合规⻛险； 

没有有效地学习成功的经

验和失败的教训； 

没有明确创新举措实施的

途径。 

管理和决策架构、领导⼒、管理架

构、资源、团队成员能⼒、团队成员

的⾓⾊、职责和权限、内外部合作、

创新过程、知识产权管理、合规管

理、总结经验和学习、实施途径等。 

相关部门按照创新举措管理程序规

定，并考虑 6.1 应对机会和⻛险的

措施和 6.2 实现⺫标策划的措施策

划，为每⼀个创新举措制订⽅案，

报领导层批准实施。 

团队成员能⼒、团队成员的⾓⾊、职责

和权限、内外部合作、创新过程、知识产

权管理、合规管理、总结经验和学习、实

施途径等有⽆明确，是否符合程序⽂件

要求，是否考虑 6.1 应对机会和⻛险的

措施和 6.2 实现⺫标策划的措施策划，

是否合理； 

检查创新举措⽅案的具体实施情况，是

否与⽅案相符。 

8.3创新

过程

创新举

措； 

实现的

价值； 

为创新举

措策划和

创新过程不适合创新举措； 

对相关⽅需求和期望的认

制订创新过程管理程序，规定创新

过程的相关要求，包括：创新过程

抽查⼏个创新举措是否策划明确的创新

过程，查看创新过程是否符合创新过程



8.3.1总

则 

8.3.2识

别机会 

8.3.3创

建概念 

8.3.4确

认概念 

8.3.5开

发解决⽅

案 

8.3.6部

署解决⽅

案 

对组织及

其环境的

理解； 

创新意

图； 

明⽰和未

明⽰的需

求和期望

的⻅解和

知识； 

机会或机

会领域 

产⽣的

影响； 

改善解

决⽅案

的⻅解

和新的

知识 

实施适宜

的创新过

程，使创

新的价值

得以实现 

识不准确； 

对有关趋势和挑战的认识

不准确； 

对机会的界定存在偏差； 

对机会没有排序或排序不

恰当； 

创意或潜在解决⽅案不⾜； 

对创意或潜在的解决⽅案

的调查和评估不全⾯或不

准确； 

没有按照确定的准则选择

创意或潜在的解决⽅案； 

开发的概念价值定位不清

晰； 

未对开发的概念价值⽅案

进行风险评估； 

制订的⽅案不能确保价值

实现； 

没有采取充分和有效的⼿

的不同类型的选择、创新过程（识

别机会、创建概念、确认概念、开发

解决⽅案、部署解决⽅案）每⼀步

骤的输⼊、输出、过程要求以及使

⽤的⼯具和⽅法等。 

相关部门按照创新过程管理程序要

求，并考虑 6.1 应对机会和⻛险的

措施和 6.2 实现⺫标策划的措施策

划，为每⼀个创新举措策划创新过

程，报领导层批准实施。 

管理程序要求，是否考虑 6.1 应对机会

和⻛险的措施和 6.2 实现⺫标策划的措

施策划，是否合理并与创新举措相适宜； 

检查策划的创新过程的具体实施情况，

是否与策划的创新过程的要求相符。 

 



段对关键的不确定性进⾏

确认； 

概念经确认存在问题，未对

概念进行必要的的调整和

改进； 

开发的解决⽅案不完善、不

可⾏； 

没有有效部署和落实解决

⽅案。 

9.1监

视、测

量、分析

和评价 

9.1.1总

则 

9.1.2分

析与评价 

与创新战

略和⺫标

相关的价

值的实现

和再分

配；创新

管理体系

的过程及

其相互作

⽤，包括

对创新

绩效和

创新管

理体系

的有效

性和效

率的评

价；创

新管理

体系改

对创新价

值实现和

创新管理

体系的要

素进⾏监

视、测

量、分析

和评价，

以发现改

进的机会 

监视测量计划不合理，没

有覆盖创新⺫标和价值实

现，没有围绕重⼤机会和

⻛险，没有覆盖创新举措

和过程； 

创新绩效指标设置不全面

不合理； 

没有按照计划实施； 

没有按照要求进⾏分析和

报告； 

创新主管部门定期制订监视测

量计划，明确监视测量项⺫，

监视测量项⺫重点关注：创新

⺫标实现情况、6.1 确定的措施

实施有效性、6.2 ⺫标实现策划

的措施落实情况、创新举措、

创新过程、⽀持过程以及其它

⼀些组织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

过程等，并在计划中明确每个

项⺫的责任部门、监视测量分

检查是否制订监视测量计划； 

检查监视测量计划中项⺫设置是否

合理，是否围绕创新⺫标实现情

况、6.1 确定的措施实施有效性、

6.2 ⺫标实现策划的措施落实情况、

创新举措、创新过程等； 

检查监视测量项⺫的实施策划是否

明确、合理； 

抽查⼏个监视测量项⺫是否按照计

划的要求实施，是否对结果进行分



举措组

合、⽀

持、举措

和过程 

进的需

求 

监视和测量计划没有及时

更新 

析报告的⽅法和使⽤的⼯具、

频次、报告的对象等，可以设

置⼀些指标作为参照，与其他

组织进⾏⽐较； 

监视测量计划报管理层批准后

执⾏； 

创新主管部门定期收集汇总监

视测量报告的完成情况，并编

制绩效评价报告； 

如果监视测量项⺫有变化，应

及时评审并更新监视测量计

划； 

制订监视测量管理程序，明确

上述要求。 

析、评价和反馈； 

检查监视测量项⺫是否有变化，如

果有变化，监视测量计划是否及时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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