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交远航认证有限公司品牌创建方案 

（2025 年～2029 年）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

认真落实市场总局《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的部署和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宗旨，以提升认证质量水平为着

力点，打造国内知名的认证机构，为建设质量强国、实现高质

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主要目标 

（一）2025 年底计划：进入国家 A类认证机构行列。 

（二）五年规划（2025 年--2029 年）：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知名认证机构，力争 2026 年进入 100 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知名认证机构行列；提供高阶位品质服务，成为交通行业最信

赖的质量管理专业评价及认证机构。 

三、主要任务 

（一）品牌定位 

1.使命、愿景、核心价值 

• 使命：高品质输送管理标准和管理方法，服务企业质效

提升。 

• 愿景：成为国内最受信赖的认证、评价机构。 

• 核心价值：信任、温馨、专业、新质。 

2.业务范围：传统认证（管理体系认证、服务认证），企

业管理评价，与质量提升、绩效管理有关的咨询业务。 



3.行业洞察分析：调研行业政策、发展趋势（如数字化转

型、ESG评价需求增长）；分析竞争对手品牌定位与服务差异点；

识别目标客户痛点（如中小企业合规成本、优质客户高阶位认

证需求等）。 

4.品牌核心价值提炼 

围绕企业核心价值“信任、温馨、专业、新质”，结合各

类业务特点进行分析提炼。 

• 技术性定位：突出“国际标准本土化，标准落地融合化

专家”。 

• 情感价值：强调“让服务可感知”。 

品牌承诺：“三重价值交付：认证评价规范性保障 + 管理

提升方案 + 跟踪助力企业持续改进发展”；以标准赋能企业卓

越，用服务赢得客户信任，做行业最可信赖的认证机构。 

（二） 策划品牌形象识别系统 

1.标志（Logo）、口号。 

2.媒介设计：对外的工作资料、展示物体、网站、宣传材

料。 

3.其他相关设计元素。 

（三） 品牌传播 

制定实施《品牌宣传推广方案》，策划提升企业形象。内

容包括： 

1.品牌推广渠道：官网优化、社交媒体宣传、行业会议参

与等。 

内容营销：联合发布《行业质量管理蓝皮书》、制作“增值

服务”系列短视频。 



活动矩阵：参与认证行业相关会议及专题活动、交通行业质

量年会、参与实施交通行业质量评审活动。 

2.客户口碑传播：客户体验管理，服务流程品牌化（一站

式服务），确保服务流程高效，客户反馈及时处理。 

3.实施“灯塔计划”：重点客户及成功服务案例展示，打

造 10 个典型企业案例；建立专家智库：签约 10+行业权威顾问；

开展跨界合作（与行业协会、知名院校、数字化平台联动）。 

（四） 开展认证增值服务、擦亮中交品牌 

1.基础层服务：常规管理体系及服务认证，管理体系诊断。

开发“企业管理体系护航者计划”，为企业管理体系建立运行

及持续改进提供健康、贴心的服务。 

2.进阶层服务：如数字化转型认证、评价，企业管理绩效

及成熟度评估及咨询。设计“企业健康度诊断模型”，推出

“企业卓越运营加速器”解决方案包，研发开展数据评价、认

证活动规则等，助力客户企业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 

3.实施服务流程品牌化（如一站式服务），实施《信息化

建设工作方案》，确保服务流程高效，完善升级公司认证业务

数据库，建立交通领域企业经营管理指标信息数据库，客户及

业务前台反馈事宜及时处理。提高认证人员专业素质。 

（五）加强认证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认证活动人员培训，有效解决认证人员能力短板；建

立专家智库，加强对认证人员的管理，完善认证人员职业道德、

行为规范管理制度。开展员工文化宣导活动，增强团队凝聚力，

让员工成为品牌代言人；形成评估激励机制，设定具体的 KPI，

纳入全年、年中、季度考核激励。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公司成立品牌建设工作组，公司主要领导任组长，主管业

务的公司领导任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及骨干人员为组员。工

作组具体负责策划、推进实施品牌创建工作。 

（二）加强统筹协调 

与行业协会、媒体合作，扩大影响力；社会责任方面，参

与公益活动，提升品牌形象。利用国家认证认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团体标准编制平台，联合各相关单位主

导制定相关交通领域认证团体标准，提升公司在认证领域和交

通行业质量管理提升方面的领跑地位。 

（三）确定效果评价指标 

品牌认知度、专业权威度、商业转化率（A类客户占比年增

长 5%）、客户忠诚度（排除经济环境因素，续认证率≥85%）等。 

（四）加强风险防范及质量管控 

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建立认证风险、舆情监测响应机制；

着力质量管控，建立服务满意度预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