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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家标准立项评估
       根据《标准化法》第十五条，制定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
准，应当在立项时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企业、社会团体、消
费者和教育、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查，对制定标
准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管
理办法》，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由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
负责具体实施。

评估依据



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领域

外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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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对象

体系

名称

内容



标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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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标准化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l 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l 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等
l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l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l 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
l 立项指南

l 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l 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商务部、

工信部、卫健委、市场监管总
局等部门规章

l 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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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 ：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
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推荐性
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
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评估依据



主要内容
CONTENTS

01

02

03

国家标准立项指南

立项评估工作要求介绍

典型案例分析



立项指南

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领域

外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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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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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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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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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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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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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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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种质种苗、农产品质量分级、农产品流通与农资供应评价等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研制。开展农用地土壤安全利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与

修复等农林生态领域标准研制。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领域标准制修订。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乡村治理、乡村社区建设、县域城镇化等标准制修订。



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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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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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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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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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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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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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22



立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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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领域

外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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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立项重点：强制性国家标准、重点

领域国家标准、军民通用国家标准及标准

样品。

2.优化标准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需求，

新兴领域和科技成果转化，前瞻性、引领

性

3.指出“加大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

型制造，以及高档数控机床、先进农机、

特种设备等高端装备标准研制力度”。



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

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领域

外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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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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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加快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

1

2

3 推进乡村振兴标准化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标准化建设行动，开展《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修订

4 加快社会建设标准化进程
加大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公共文化体育、养老服务
等领域国家标准研制力度等。

2021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



立项指南

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领域

外文版

       国家标准立项采用随时申报、分类评估、定期
下达的方式，一般每季度下达一批计划项目，并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随时下达急需计划项目。
ü 每季度末下达一批，即：3月、6月、9月、12月

末下达。因特殊要求，急需下达的也可由专项计
划下达。

ü 立项评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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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指南

强制性国家标准
重点领域

外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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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sacinfo.org.cn/



主要内容
CONTENTS

01

02

03

国家标准立项指南

立项评估工作要求介绍

典型案例分析



国家标准申报主要环节

初审 专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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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阶段名称
1 项目接收
2 材料初核
3 专家评估
4 计划下达
5 标准起草
6 标准报批
7 标准审核
8 发布实施
9 实施效果评价

对申报公文、建议书、草案等材料的一致性、

规范性和格式进行初步审核，发现并更正申报

材料的错误。



国家标准申报材料的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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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性国家标准

强制性国家标准

申报材料

A

B

p申报公函
p项目申报书
p草案
p其他材料

u申报公函
u项目建议书
u草案
u其他材料



国家标准申报材料的审核

1）项目提出单位
p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p推荐性国家标准：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2）申报材料的初核
p申报公函、项目申报书、草案、其他材料
v申报材料的齐备性、一致性；
v项目建议书的完整性、准确性；
v与已有计划项目、已申报项目和已发布标准是否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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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的申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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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的审核

申报材料的总体要求

   1.申报公文：红头文件，盖章，内容清楚

   2.项目汇总表：数量完整，名称准确

   3.项目建议书：填写完整、充分

   4.标准草案：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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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的审核
目的和意义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国内外情况
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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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的审核

一、目的和意义
v顾名思义，从国家角度，要解决什么问题

v对政府监管、行业规范、产业发展等有什么

支撑作用，有没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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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的审核

二、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v范围界定清楚

v技术内容有依据、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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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申报材料的审核

1）自主研制标准
v主要内容的介绍：主要章节和主要技术内容，介

绍关键性、核心性指标确定的依据，前期研究的
数据支撑，资料的查询比对

v试验验证前期的比对情况,已开展的试验测试验证

2）修定标准
v标准实施效果；修定的理由及其合理性；
v修定后的技术指标，内容的变化；
v与被修订标准试验验证比对分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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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申报材料的审核

常见问题

l 与已有项目或计划有重复或交叉
l TC业务领域不明确，采标
l 修订内容不明确，太少？
l 修订采标周期18个月，周期
l 专利
l 产业政策允许
l 军民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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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申报材料的审核

建议：关于申报

l关注与强制性标准修订进度的协调

l申报前有无先优化体系，能否整合

l行标->国标

l申报系统记录

l标准的名称

 41



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

标准名称的重要意义：

贯穿标准体系、立项、制定、实施各个过程

• XX产品气候品质评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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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是否表述清楚1

过程环节是否清表述清楚2

TC标准体系中规范名称是否需要一致3



国家标准申报材料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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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标准分为：产品规范标准、过程规范标准、服务规范标准            

为产品、过程或服务规定需要
满足的要求并且描述用于判定
其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的证实方
法的标准

GB/T20000.1-2014

规
范
标
准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 标准

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7.6



要素 要素的类别
封面 必备

资料性
目次 可选
前言 必备
引言 可选
范围 必备 规范性
规范性引用文件 必备/可选 资料性
术语和定义 必备/可选

规范性

符号和缩略语 可选
分类和编码/系统构成 可选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可选
核心技术要素：要求、证实方法 必备
其他技术要素 可选
参考文献

可选 资料性
索引

文件中要素的
类别、构成

 44



国家标准的立项评估-项目的立项评估要点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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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的立项评估-项目的立项评估要点与答辩

 46



评估要点
要点 含义 备注
必要性 急迫性 行业急需

统一性 全国范围内技术统一
可行性 技术成熟 代表主流技术或其发展方向，

实现难易，有无类似技术，有无争议
能否检测、能否广泛使用

协调性 与法律法规、强
标等的关系

有无明确制定要求，如何配套

体系协调 新增项目与标准体系的关系、先通用后特殊
与其他标准是否重复矛盾交叉
检验方法应与指标配套，是否需要单独设置

业务范围 如涉及其他标委会业务，应提供同意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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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要点

要点 含义 备注
规范性 名称与范围、内容一致 避免大范围小内容，或小范围大内容

无国家标准或计划 查重：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td.samr.gov.cn/

专利处理 标准有公益属性
编制时效性 制定24个月，能否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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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功能产品中是否适用
提高产品质量、品种控制、互换性  
（是否明确）
技术成熟度     当前发展需求
产品指标与强标是否冲突

强标配套
通用和专有的关系
标准的覆盖面

各类项目特点  

产品
标准

被政府、行业、企业等应用程度
产业化规模、分布，在市场处于什
么阶段（起步、成熟、衰退）
企业生产管理需求、消费权益需求，
促进贸易需求、检测需求

体系位置
层次关系

标准使用
者

TC
业务范围

核心技术
内容

适用性

应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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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同类方法标准的关系（重复、
交叉、矛盾）
对应的产品标准中方法是否有重复
内容是否完整、合理
原理是否科学（正确度、精密度）
是否有对应的指标要求

强标配套
通用？专有？同一特性的测定适用
的产品范围
与体系内其他标准的关联程度

各类项目特点  

方法标
准

可操作性，是否可行
被其他标准的引用的可能性

体系位置
层次关系

标准使用
者

TC
业务范围

核心技术
内容

适用性

应用程度



正式答辩

会前初核

草案材料           
网络视频 最终结论

前期准备

复议

评估流程



立项评估

2020年专家评估未通过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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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较窄，产品小众

• 已有计划或标准，建议整合或修订

• 技术尚不成熟，概念不统一

• 与相关TC工作范围交叉

• 涉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职能，未协调一致



l没有通过率要求
l好项目都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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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过程注意事项

v视频答辩

v设备、答辩人，测试，ppt，体系

v现场应对

v行标转国标，有原则，有依据

v复议-针对性

申报单位注意什么？专家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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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CONTENTS

01

02

03

国家标准立项指南

立项评估工作要求介绍

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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