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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秋天，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季节。许多大事件被载

入史册，描绘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向

世人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上，我国各项事业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在这个秋天，我们也收获了标准化的硕果。历时15年的标准

化法修订工作尘埃落定。2017年1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第78号主席令，新标准化法正式颁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标准化法的实施，将有利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有利于强化标准化工作

的法治管理，有利于助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学新法、用新法，

为民谋福祉，为国强根基，是标准化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1962年11月
国务院制定《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
管理办法》，是建国后首部标准化法律文件。

1979年7月
国务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
条例》，是我国首部标准化行政法规。

2017年11月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988年12月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是我
国首部标准化法。

领导要求
LEADERSHIP ATTENTION

加快标准化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习近平

加快修订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加快修改完善与标准
化工作改革发展相配套的法规制度。

——王   勇  

完善标准化法规制度，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强化
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让标准成
为对质量的“硬约束”。                                           

——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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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高标准的支撑，新法对标准的范围、结构、水

平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标准范围上，从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工业、
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各个领域，能更好发挥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在标准结构上，构建了政府标准与市场标
准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能更好发挥市场主体活力，增加标准有效
供给。在标准水平上，要求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
广科学技术成果，能更好发挥标准在新技术、新产品推广，以及新产
业、新动能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二是有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法从立法宗旨到具体制度设计，都贯穿了标准化工作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要求。在立法宗旨上，强
调要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提高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在标准内容上，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的，要求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优先立项、及时完成、强制实施。
在制定程序上，强调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充分听取意见，鼓励消费
者、企业、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在标准获取上，规定政府标准应当免费
公开，有利于公众了解标准、知晓标准、执行标准。

三是有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也是国际贸易的“通行证”。新法首

次提出国家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开展标准化对外合作与交
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标准与国外标准之间的转化运用，并
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同时强
调标准制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标准化工作与国际规则深度融合提供
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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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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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

2002年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启动《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的修改工作，修法历时15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宣

立法回顾
LEGISLATION MILESTONE 



立法宗旨
PURPOSE

修法原则
PRINCIPLE

NEW ERA  
NEW LAW
NEW JOURNEY

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标准化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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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深层次原
因，提出切实可行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坚持改革导向
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相衔接，将改革的各项措施以法的形

式固化下来，确保改革于法有据。

坚持实践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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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正式实施

2018年1月1日

新时代 新法律 新征程

新法内容
NEW CONTENT

1.扩大标准范围
新法将标准范围由工业领域扩大到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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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标准化协调机制
新法将标准化协调机制制度化、法制化，规定国务院建立标准化协调

机制，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标准化协调机
制，统筹协调标准化工作重大事项。 （第六条）

3.鼓励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新法明确国家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开展标准化对外合作与

交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结合国情采用国际标准，推进中国标准与国外
标准之间的转化运用。

国家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第八条）

4.明确标准化奖励制度
新法明确建立标准化奖励制度，对在标准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5.加强强制性标准的统一管理
新法将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为

强制性国家标准一级，以实现“一个市场、一个底线、一个标准”。同
时将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范围严格限定在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
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
求。  （第十条）

6.赋予设区的市标准制定权
新法将地方标准的制定权下放到设区的市，规定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可以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标准。（第十三条）

7.发挥技术委员会的作用
新法对制定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提出了不同要求，规定制定推荐

性标准，应当组织由相关方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标准的起草、
技术审查工作；制定强制性标准，可以委托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标
准的起草、技术审查工作。 （第十六条）

9.明确强制性标准应当免费向社会公开
新法规定强制性标准文本应当免费向社会公开。国家推动免费向社会

公开推荐性标准文本。（第十七条）

10.赋予团体标准法律地位
新法规定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

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增加标
准有效供给。 （第十八条）

11.建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
新法明确国家实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企业应当公开

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
称；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
和产品的性能指标。国家鼓励企业标准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
公开。

企业应当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应
当符合企业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第二十七条）

12.促进标准化军民融合
新法规定国家推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和资源共享，提升军民标准通用化

水平，积极推动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采用先进适用的民用标准，并将先进
适用的军用标准转化为民用标准。（第二十三条）

13.增设标准实施后评估制度
新法要求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

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
馈和评估机制，根据反馈和评估情况对其制定的标准进行复审。标准的复
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第二十九条） 

14.建立标准化试点示范制度
新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和宣传工

作，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化经验，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
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发挥标准对促进转型升级、引领创新驱动的支
撑作用。（第三十一条） 

15.强化标准化工作监督管理制度
新法增加了标准制定环节的监督，针对标准的制定不符合法定标准制

定原则、违反强制性标准的技术要求、未依法进行标准编号、复审、备案
的，规定了不同监督措施。（第四章、第五章） 

16.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新法明确了更多法律责任，涵盖所有标准制定主体，涉及标准制定、

实施的各方面。（第五章） 

8.对标准制定环节提出要求

在制定程序上：新法要求立项时进行需求调查，对制定标准的必要
性、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标准项目，应当优先立项，并及
时完成。在制定过程中，应当按照便捷有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征求意
见，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论证。标准应当按照编号
规则进行编号。

在标准内容上：新法要求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
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增强产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提高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禁止利用标准
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推荐性标
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
要求。（第二章）

◆加强标准化工作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新修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新法共六章，四十五条，增加了“监督管理”一章，
有十六项重大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