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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法修订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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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启动《标准化法》修订工作。

• 由于对标准体系和管理体制各方意见不统一，所以进展缓慢。

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明确了修法
原则、主要内容和时间表。

• 2015至2017年，国务院连续3年将《标准化法》修订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急需
的项目”列入立法计划。

• 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全力推动、组织起草
了《标准化法修正案（草案）》，召开9次征求意见会、座谈会、专家研讨会，
并以书面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

• 国务院法制办对修法工作高度重视，赴多地开展调研，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座
谈会、论证会，并2次征求有关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意见。

2017年2月，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草案。

• 4月24日、8月28和10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次审议《标准化法
（修订草案）》。

• 11月4日，新《标准化法》正式表决通过并发布。



修订的
必要性

标准范围过窄，主要限于

工业产品、工程建设和环

保要求，难以满足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需求；

强制性标准制定主体分散，

范围过宽，内容交叉重复

矛盾，不利于建立统一市

场体系；

标准体系不够合理，政府

主导制定标准过多，对团

体、企业等市场主体自主

制定标准限制过严，导致

标准有效供给不足；

标准化工作机制不完善，

制约了标准化管理效能提升，

不利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标准化法修订背景



标准化法修订思路

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 坚持标准化工作“服务经济建设、服务社会

发展、服务民生需求”的宗旨

⚫ 围绕标准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三项任务，

着眼于创新和发展，吸收多年来标准化工作

改革实践和制度建设的成果

⚫ 体现标准化工作“协调统一、广泛参与、鼓

励创新、国际接轨、服务发展”的工作方针

一是问题导向，针对标准化工作存在的政府与市场

角色错位、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标准体系

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畅等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可

行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二是改革导向。《改革方案》提出了建立政府主导

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

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的改革总体目标，修法重点是

与《改革方案》相衔接，将改革的内容以法的形式

固化下来，确保改革于法有据。

三是实践导向，将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提炼

为法律条文，以更好地指导和支撑标准化工作。



赋予设区的市标准制定权

标准化法修订改动

1扩大标准范围

标准类别的变化

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

发挥技术委员会的作用

对标准制定环节提出要求

明确强制性标准应当免费向社会公开

赋予团体标准法律地位

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
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

促进标准化军民融合

增设标准实施后评估制度

建立标准化试点示范制度

强化标准化工作监督
管理制度

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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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法新老对比

现行法规定的标准范围主要限于工业

领域。新法则将标准范围扩大到农业、

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

统一的技术要求。

（第二条 本法所称标准（含标准样

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

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 从制定主体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第二条：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
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强制
性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

突破1：扩大标准范围

突破2：标准类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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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建立标准化奖励制度

加强强制性标准的统一管理

取消了国有检验检测机构的许可和授权，
进一步开放了检验检测市场 8

目录 旧版 新修订版

章节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标准的制定
第三章标准的实施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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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内容
要求

⚫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

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

制定

⚫ 鼓励社会团体参与国

际标准化活动，推动

团体标准国际化

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技术内容

⚫ 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禁止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 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

要求，不得与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相抵触。

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主体

国家鼓励通过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团标

信息

信息公开
自我声明

团标研制的主体为法人组织

国家施行团标自我

声明公开，符合法

律法规和强标要求，

符合产业政策

团标管理

管理

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实施应用

⚫ 鼓励各部门、各地方在产业政策制定、认证认可等工作中应用团体标准。

⚫ 实施效果良好，可申请转化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 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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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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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门联合提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

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

中国人民银行

强化标准引领作用

• 通过高水平标准引领，增

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

供给，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鼓励性政策。

• 对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

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

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

兵企业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标准化：最新热点

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领跑者”制度：文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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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2020年，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全部实现自

我声明公开。

企业公开标准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比

例达到20%以上。

在主要消费品、装备制造、新兴产业和服

务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市场

竞争力的领跑者标准。

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主要目标

“领跑者”制度：原则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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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领跑者”制度：目标细化分解

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领跑者”制度：主要任务

主
要
任
务

https://mp.weixin.qq.com/s/l91HgPZPbYnqF82LoF1Sw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3NDkzMw==&mid=2247490243&idx=1&sn=94c175de0633837ad5077c8e5114a42b&chksm=ec114659db66cf4f2502823f85341f3bc919a8cf25d5af1daf3c2913b2fa9afdcc0971819790&mpshare=1&scene=1&srcid=07096ADDMsh3aYST6ohn5e5j#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