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开发完整流程

1）产品规划（科管部企划）

收集市场、竞品、行业及政策信息，结合公司经营要求制订产品规划，按新产品企划管理制

度执行；（输出产品规划并按权限手册审批下发）

2）外观及造型

全新及换面板涉及外观创新类开发须设计外观及造型，须组织选型评审并确定开发机型的外

观及造型（此阶段须组织评委会相关人员对外观专利进行评审。由科管部知识产权主管负责

完成外观专利的检索和侵权分析并提交分析报告，对于发现的问题或需布局的点，应在

PDM问题模块进行登记并分析评估后由责任部门一周内完成更改或专利申请交底材料提

交，未经评审或评审不通过的，不能进入下一开发阶段；

外观及造型确定后，内销产品开发任务书由科管部下达（需含上市、功能等要求），海外产

品开发任务书由海外技术支持部下达，立项流程见附录A中的表A.1。

3）三维设计

研发根据确定后的外观及造型须进行第一次整机细节三维设计作为摸底手板提供设计依据

（进行设计时如发现影响造型须提交企划评估后方可继续）。（此阶段研发需结合结构设计

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对设计输出与标准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核查，并输出设计规范自查表

（三维结构设计标准周期25天）；产品审查室和标准化室（含安规认证工程师）对以上自

查结果进行复核，进一步确认与标准及认证的符合性、合理性。同时电控专业启动控制器设

计，系统专业启动系统设计）

4）评审

首次三维设计应组织结构、系统及电控专业内部专家进行第一次综合评审，对设计审查提出

的问题及整体设计评审提出的问题进行评估并决议，并形成评审记录，对于影响整机性能及

可靠性问题须及时更改。同时科管部知识产权主管应根据责任人提供的三维设计的要点信息

进行专利检索、完成结构专利评审并提出专利申请保护建议（明确申请内容）及输出知识产

权分析报告，对存在专利侵权风险的设计，责任人应策划并落实更改。以上更改完成后可进

入第一次CNC制作阶段（其它问题可同步设计进行），具体以评审会议决议为准；具体按

设计评审管理规定执行。

5）CNC

研发负责联系第一次三维CNC供摸底试验用（标准周期：挂机全套：10天，柜机全套：12

天），项目经理负责组织制作第一次手板样机，电控在此阶段如完成不了手板控制器，可提

供外挂控制器供摸底试验使用；（注：此阶段对于新增未确认外购件及自制件走研发阶段新

增物料管理规定进行操作；）

6）先行试验

根据产品开发过程试验导则进行试验方案制定（品管评价和研发根据全新平台设计方案进行

评估做调整,试验方案须报批执行），输出先行试验报告，对试验期间出现的不符合项品管



测试人员须在PDM里登记反馈，执行开发过程不符合项处理流程（按PDM规定执行）；

7）可行性分析报告

项目经理根据摸底试验情况及存在问题、继承产品性能特点、同行及竞品性能等信息编制产

品可行性分析报告；须进行潜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并输出FEMA表

8）评审

产品可行性分析报告经研发、品管及技术评审后进入正式立项开发，须形成正式评审结论并

输出评审报告，具体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执行。

9）新产品综合设计方案

产品项目经理负责填写新产品综合设计方案，并与可行性评审报告一起按权限手册审批下

发；设计方案须明确主要技术参数、功能卖点、上市时间等

10）设计任务书（质量计划）

项目经理负责填写设计任务书，编制产品开发质量计划并按权限手册审批下达。

项目管理负责对项目等级进行核对。

11）方案设计

项目经理负责整体设计方案的制订，如系统、电控、结构或工艺为全新设计，系统设计员负

责制定系统设计方案，结构设计员负责制定结构设计方案，电控设计员负责制定电控设计方

案；

由科管部知识产权主管负责针对外观、结构、性能及软件等方面进行专利的检索和侵权审查

并提交审查报告，对于发现的问题或需布局的点，应在PDM问题模块进行登记并分析评估

后由责任部门一周内完成更改或专利申请交底材料提交（未经评审或评审不通过的，不能进

入下一开发阶段）

工艺设计员负责工艺设计方案的制订及工艺审查；（如专业为非全新设计，设计方案可合并

到整体设计方案一起做）

设计方案书中需明确开发背景、功能卖点、执行标准、主要技术参数、参考机型（继承机型

和主要借用零部件存在的问题；与参考机型在系统、结构、电控等方面的差异点（尽量采用

图片等直观的对比形式））、技术路线（系统、结构、电控（软件、硬件、通讯、安规、

EMC等）、工艺设计要求、安全设计、可靠性设计、标准化（通用设计等）、成本及经济

性分析、测试技术分析、产品认证、开发流程、设计难点等；

输出AUX 08.02.214.03产品设计方案书

12）方案评审

项目经理负责组织整体设计方案评审，如系统、电控、结构或工艺为全新设计，各专业设计

员须负责组织各专业设计方案评审（如专业为非全新设计，专业评审可合并到整体设计方案

评审一起做）；

项目经理及各专业负责人负责组织设计方案评审（全新产品须准备手板样机），评审须填写

评审记录，评审完成后须提交评审总结报告（对评审中提出的问题须按新品测试评价项目及



不合格项分类标准判定执行，A类问题必须整改后方可进入样机设计）；

具体输出资料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的“家用产品质量审查评审流程及资料汇总表”且审批手

续应符合权限手册及相关制度要求。

13）CNC手板

研发结构设计负责联系第二次三维CNC供摸底试验用（标准周期：挂机全套：10天，柜机

全套：12天），项目经理负责组织制作第二次手板样机，电控在此阶段应提供整套可装配

使用的手板控制器（注：此阶段对于新增未确认外购件及自制件走研发阶段新增物料管理规

定进行操作；）

14）CNC样机制作

研发项目组负责准备样机制作的物料及设计阶段BOM料单（新增料号可为P码），并通知项

目组成员、技术部新品技术员、分厂工艺员参加样机制作，制作过程中各成员须充分核对料

单完整性并查找问题，并填写样机制作会签单（样机制作中本次制作包装件物料可不准备）

15）CNC样机测试

根据产品开发过程试验导则进行试验方案制定（品管评价和研发根据全新平台设计方案进行

评估做调整,试验方案须按权限手册报批执行），输出先行试验报告，对试验期间出现的不

符合项品管测试人员须在PDM登记反馈，执行开发过程不符合项处理流程。

16）CNC样机评审

项目经理组织CNC样机评审，T类全新平台由空调事业部副总裁（分管技术中心）主持，其

它项目由项目经理主持，召集研发、品管及技术专家组、分厂模具工程师等对CNC样机进

行全面问题排查，各评委需填写样机评审意见表，项目经理安排专人对问题进行汇总在评审

会上形成决议，输出CNC样机评审总结报告（对提出的问题须按新品测试评价项目及不合

格项分类标准进行判定执行，A类问题必须整改后方可进入模具设计；如结构方案出现重大

调整，须返回节点13样机设计并重新制作验证后提交二次评审）

具体输出资料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的“家用产品质量审查评审流程及资料汇总表”且审批手

续应符合权限手册及相关制度要求。

17）模具设计

CNC样机评审通过后，正式开模三维图刻录光盘到资料室发（同步提交“产品综合点检

表”和“设计差异点对照表”），由工装设备科通知模具中标单位到资料室领取，模具厂根

据三维图评估并制定模具制造开发进度表（一周内提供并发至技术中心项目管理或分厂备

案），并进行模具设计，结构设计工程师和模具工程师须与模具单位充分沟通（分模线、进

胶方式及产品标准要求等）（具体按模具管理制度执行）

18）模具设计评审

由工装设备科组织模具设计评审，召集技术部、研发、塑胶（或钣金）分厂结构设计工程师

及模具工程师对模具设计图进行全面评审（重点分模线、模流分析、模具结构等进行审查和



评价），各评委需填写样机评审意见表，工装设备科安排专人对问题进行汇总在评审会上形

成决议，输出评审报告（对整改问题发模具厂进行整改）；（具体按模具管理制度执行）

具体输出资料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的“家用产品质量审查评审流程及资料汇总表”且审批手

续应符合权限手册及相关制度要求。

19）开模

对模具设计评审问题整改完毕并符合要求后，进入开模阶段（下料、粗加工、精加工、合

模），具体按模具管理制度执行。

20）首样

供应链管理部及研发结构工程师跟踪模具厂进度，模具厂在规定周期内提供开模首件样品

（10套），样品核查及确认具体按模具管理制度执行。

21）制作样机

开模期间除开模零部件外的其它新增零部件各负责设计员同步进行设计和确认，并进行样机

备料。

注：此阶段对于新增未确认外购件及自制件走研发阶段新增物料管理规范进行操作。

22）调试验证

由科管部知识产权主管负责针对外观、结构、性能及软件等方面进行专利的检索和侵权审查

并提交审查报告，对于发现的问题或需布局的点，应在PDM问题模块进行登记并分析评估

后由责任部门一周内完成更改或专利申请交底材料提交（未经评审或评审不通过的，不能进

入下一开发阶段）

技术中心设计人员负责下达委托测试单并提供测试样机，品管测试中心负责检测并出具测试

报告，其它详见研发测试管理规定；此阶段为新开模具首样品，需严格按企标对产品性能、

结构强度及包装等进行测试验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在PDM问题模块进行登记并分析评

估后，落实责任进行改进（如存在因结构问题导致性能不能满足要求时，需及时更改模具并

重新验证），对调整验证阶段性能合格可进入设计样机评审（存在的问题未确定的或有争议

的可在评审会决议，已确定整改方案的可同步进行整改）（样本要求：调试样本1套，验证

样本至少2套（具体根据试验评价方案需求进行规定））

23）设计样机评审

由项目经理组织，评审材料需包括性能、电控、机械性能设计要求符合性、新增外购及自制

零部件情况等，重点对设计阶段的问题进行检讨，所有问题必须给予处理意见并有关闭路

径，同时会议需明确进入下阶段的意见

此阶段电控设计员须提交完整控制器给技术部及电子分厂新品工艺负责人，对控制器的制造

工艺进行评审并输出电控工艺评审报告

（对提出的问题须按新品测试评价项目及不合格项分类标准进行判定执行，A类问题必须整

改后方可进入型式样机制作；如结构、电控或系统出现重大调整，样机设计调整完毕后须返

回节点23重新制作样机并验证后提交二次评审）



评审组组建及其它评审要求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执行，具体输出资料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

的“家用产品质量审查评审流程及资料汇总表”且审批手续应符合权限手册及相关制度要

求。

24）型式样机制作

此阶段技术中心设计人员负责组织备料（新增未确认外购件及自制件走研发阶段新增物料管

理规定进行操作）；

研发项目组负责准备样机制作的物料及设计阶段BOM料单及试制图纸等技术资料，并通知

项目组成员、技术部新品技术员、分厂工艺员参加样机制作，制作过程中各成员须充分核对

料单完整性和新设计零部件与图纸的符合性并查找问题，填写样机制作会签单（本次制作包

装件物料必须完整）

针对全新控制器由电控设计员组织备料通知并下单给电子分厂进行制作，制作过程中电控设

计员提供制作指引，分厂工艺员负责组织电控设计员现场指导制作，并通知技术部新品技术

员及品管检验员参与制作，制作完毕后输出控制器样机试制报告（重点关注：BOM表准确

性、工序及质控点排布、功能性、制造性、生产及测试工装等）

项目经理负责制作问题汇总及组织分析和问题关闭并留记录；

项目组负责安排委托测试（测试评价方案由研发项目经理提交并经品管部成品科产品评价会

签，此阶段应覆盖企标及国标要求）

（样本要求：T、A类项目至少5套（1套性能、2套机械性能、品管及技术部各1套做背靠背

测试、编制工艺文件及作业指导书）（B类以下至少2套）

25）型式试验

品管部测试中心收到测试委托后安排型式试验并出具型式试验报告，新增零部件型式试验测

试由品管部零件科和测试中心根据委托要求安排测试并提供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测试员填写

后，至少由主管或部门负责人审核）；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的所有问题须在PDM问题管理进

行登记并走问题处理流程，所有问题须有关闭路径；（型式试验报告中须体现测试过程中的

问题并在记录中保持一致），其它详见3.3.13测试补充要求；

26）型式样机评审

由项目经理组织，评审材料需包括性能、电控、机械性能设计要求符合性、新增外购及自制

零部件情况等，重点对设计阶段和型式试验过程出现的未关闭问题进行检讨，所有问题必须

给予处理意见并有关闭路径，同时会议需明确进入下阶段的意见。

此阶段提交经过流程审批的完整整机BOM、新增零部件清单及新增零部件的图纸、确认报

告、整机生产技术指引（说明：新开模结构件需完成试制图纸下达、变频控制器需下达临时

确认报告，其它零部件须下达正式图纸及确认报告）；各分厂工艺负责人针对整机和新增零

部件须提交试制工艺文件、工装等完成情况；

品管、工艺、生产等对新品与参考机型在系统、结构、电控等方面的差异点进行拍照存档。



（对提出的问题须按新品测试评价项目及不合格项分类标准进行判定执行，A类问题必须整

改后方可进入下个节点；如结构、电控或系统出现重大调整，样机设计调整完毕后须返回节

点26重新制作样机并验证后提交二次评审）

对于删减样机评审节点的项目，仍应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要求输出相应的书面评审资料并提

交审批流程归档。

评审组组建及其它评审要求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执行，具体输出资料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

的“家用产品质量审查评审流程及资料汇总表”且审批手续应符合权限手册及相关制度要

求。

27）小批试制

项目经理安排下达试制通知，附件须添加生产技术指引和小批机试验方案等内容；生产制造

部在小批试制通知规定时间内完成试产，负责零部件来料状态及生产跟踪；分厂对各自负责

的零部件及整机设计符合性负责，品管负责检验小批试制零部件与图纸和BOM符合性，技

术部负责现场工艺完整性排查（对工艺文件及工装符合性安排进行核查）并牵头完善工艺装

备等

供应链对新增外购件供方能力需进行评估，如有新增供方须与品管组织完成供方考评等工作

（具体按供方管理制度执行）；新开模具完成试模和模具验收等工作；

各分厂工艺员负责对试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并输出小批试产总结报告。

28）小批试验

成品科负责对小批试制机进行常规检验并核实机组与BOM的一致性，工艺要求符合性等，

如发现加工与设计不符，存在明显加工偏差或错误，须对小批试制机进行封存并返包（返包

通知由技术部下达），常规检验通过，由成品科按小批试制通知要求委托测试中心进行测

试，测试中心按小批试制评价方案测试完成后出具检测报告，成品科汇总出具小批试制机检

测报告并走流程下达；

对于T\A类项目此阶段技术中心、品管及技术部进行产品十性背靠背审查，分工如下：技术

中心负责：产品十性全面符合性审查（（即功能性、安全性、可靠性、检测性、维修性、保

障性（含标准化及通用性）、环境适应性、用户体验（舒适性）、可制造性、环保及回收再

生性）

品管部负责：功能性、安全性、可靠性、检测性、环境适应性、用户体验（舒适性）、环保

及回收再生性、隐患性排查

技术部负责：维修性、保障性（含标准化及通用性）、可制造性、环保及回收再生性）

各部门审查输出由产品审查室及科管部核实并输出产品通用特性审查报告

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的所有问题须在PDM问题管理进行登记并走问题处理流程，所有问题须

有关闭路径；（型式试验报告中须体现测试过程中的问题并在记录中保持一致），其它详见

3.3.13测试补充要求；



（对提出的问题须按新品测试评价项目及不合格项分类标准进行判定执行，A类问题必须整

改后方可进入下个节点；）

（T类项目、A类变频项目及仅控制器全新项目至少20套，其它项目10套）

29）小批评审

由科管部知识产权主管负责针对外观、结构、性能及软件等方面再次进行专利的检索和侵权

审查并提交审查报告，对于发现的问题或需布局的点，应在PDM问题模块进行登记并分析

评估后由责任部门一周内完成更改或专利申请交底材料提交（未经评审或评审不通过的，不

能进入下一开发阶段）

由项目经理组织，评审材料包括性能、电控、机械性能设计要求符合性、新增外购及自制零

部件情况等，重点对设计阶段、型式试验、小批试制过程出现的未关闭问题进行检讨，所有

问题须给予处理意见并有关闭路径，同时会议需明确进入下阶段的意见。

此阶段提交经过流程审批的完整正式整机BOM、新增零部件清单及新增零部件的图纸、确

认报告、整机生产技术指引（说明：新开模结构件需完成正式图纸下达、变频控制器需下达

正式确认报告）；各技术部、品管部及分厂工艺负责人针对整机和新增零部件须提交正式工

艺文件、工装及检验作业指导书，对于T\A类项目科管部提供产品十性审查报告、标准化审

查报告

（对提出的问题须按新品测试评价项目及不合格项分类标准进行判定执行，所有A类问题必

须完成整改，B\C类未完成问题须在本次评审会上给予充分评估并决议后，方可进入下个节

点）；

评审组组建及其它评审要求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执行，具体输出资料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

的“家用产品质量审查评审流程及资料汇总表”且审批手续应符合权限手册及相关制度要

求。

30）中批试制

T类项目须安排进行中批试制，中批试制数量至少200套，重点确定全新产品的批产能力

（包含外购件供货能力、自制件量产质量保证能力、物流体系确保能力等），同时验证问题

整改效果；

此阶段所有技术资料为完整的正式文件，并确保发放到外协、零件检验、过程等相关单位，

新增供方须确保已纳入合格供方；

由项目经理安排下达中批生产通知，附件须添加生产技术指引和中批机试验方案等内容；生

产制造部在小批试制通知规定时间内完成试产，负责零部件来料状态及生产跟踪；分厂对各

自负责的零部件及整机设计符合性负责，品管负责检验小批试制零部件与图纸和BOM符合

性，技术部负责现场工艺完整性排查（对工艺文件及工装符合性安排进行核查）并牵头完善

工艺装备等

各分厂工艺员负责对试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并输出中批试产总结报告。

中批生产流程具体可参照批量生产流程进行。



31）中批试验

成品科负责对中批试制机进行常规抽检验，并核实机组与BOM的一致性，工艺要求符合性

等，如发现加工与设计不符，存在明显加工偏差或错误，须对小批试制机进行封存并返包

（返包通知由技术部下达），常规检验通过后，由成品科按中批试制通知要求委托测试中心

进行测试，测试中心按中批试制评价方案测试完成后出具检测报告，成品科汇总出具中批试

制机检测报告并走流程下达（T类项目须走该节点，其它项目必要时考虑）

32）中批评审

中批评审由项目经理组织，重点针对产品可批产能力、量产质量一致性等进行检讨，对新增

零部件的供货能力、中批及前期试制试产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全面评价并给出问题关闭路径，

对于A类问题须整改后方可量产确认，其它未关闭问题在会议上集体评估并决策处理意见，

中批评审须给出可量产结论；

评审组组建及其它评审要求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执行，具体输出资料按设计评审管理规定

的“家用产品质量审查评审流程及资料汇总表”且审批手续应符合权限手册及相关制度要

求。

（T类项目须走该节点，其它项目必要时考虑）

33）设计确认

根据评审决议，由项目经理负责编制“设计确认申请报告”和“设计确认书”并按权限手册

审批下达。（对于部分专项问题在申请报告里需表明问题关闭路径）。

34）下发批量（接单）通知

项目经理下发批产通知时应将“批产前问题整改情况审查表”添加到流程附件中作为审批参

考依据。

35）结项

所有问题关闭后由项目经理在PDM启动项目结项流程并按权限手册审批关闭。

海外开发项目开发流…总.xls
864.5KB

项目开发完整详细流程.docx
222.62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