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

部署，按照“改革创新、协同推进、科学管理、服务发展”的基本要求，深化标

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提高标准化法治水平，夯实标准化发展基

础，推动标准国际化，提升标准先进性、有效性和适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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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015 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化改革，狠抓各项任务落实 

1.抓好《改革方案》的学习宣传贯彻，充分运用媒体宣传、专家讲解以及培

训班、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解读，使社会各界准确理解改革精神，自

觉执行改革措施。研究制定标准化工作改革分解落实行动计划。推动建立国务院

标准化协调推进机制。各部门、各地方结合实际做好今后一段时间本部门、本地

区标准化改革的任务分解和安排。 

2.加快推进《标准化法》修订工作，加强修法调研和协调，尽快提出法律修

正案。开展现行标准化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评估，明确下一步制

度文件立改废的重点。开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管理规定》等重要规章制度制修订工作。 

3.制定强制性标准清理整合工作方案。严格按照《改革方案》确定的强制性

标准范围，对现行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计划进行清理评估。选择部分

领域开展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整合精简试点。 

4.优化推荐性标准立项和审批程序，缩短制定周期。建立面向部门和地方的

标准信息交换机制，实时共享标准立项和批准发布信息。改进推荐性行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备案制度。加强标准立项评估，强化对标准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

等环节的监督，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及时开展标准维护更新。 

5.在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产品类标准较多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团

体标准试点范围。加快制定团体标准发展指导意见和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 

6.研究制定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加快推进企业产



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深化试点工作。 

7.推进“三证合一”工作，在“一证三码”试点工作基础上，加快实现“一

证一码”。推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积极争取财政支持，推进组织机构

代码收费改革。强化组织机构代码系统基础能力建设，扩大在地方政府和商务领

域的应用范围。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求，制定全国物品编码分支机构改革调

整方案。拓展物品编码应用领域。 

8.推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5—2020 年）》，

做好规划实施工作。各部门、各地方加强标准化规划编制与《改革方案》、国家

规划的衔接配套，不断提升规划的协调性、整体性和科学性。 

二、紧贴需求，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制定 

9.加快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国家标准，出台高标准农田标准体

系建设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行和管理以及农田水利等重要

基础标准研制。 

10.完善现代农业标准体系，制修订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冷链运输贮藏操

作规范和质量溯源等标准。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相关标准研制。实施农产

品安全标准化工程，加强健康养殖标准体系建设。 

11.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深入推

进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工作。批准发布《美丽乡村建设指南》等标准。 

12.围绕实施“中国制造 2025”，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重

点领域标准研制。 

13.继续实施 2014-2015 年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确保完成制修订 100 项

节能标准的任务。深入推进化解产能过剩标准支撑工程。 

14.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综合体项目，抓紧完成产业园区循环化改

造、智能电网并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标准综合体研制。 

15.促进军民标准融合，加强北斗卫星导航军民通用标准制定，建设军民共

用标准化技术组织，推动形成军民融合的长效工作机制。 

16.加强物流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出台《物流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继续

推动商贸物流领域标准化，加大托盘、冷链物流标准制定和实施力度。 



17.推进通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高

技术服务业标准研制。抓好电子商务和社会信用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电子商务交

易主客体信息描述、交易过程监管等关键标准研制。大力开展银行、证券、保险

等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完善金融标准体系。 

18.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等领

域制修订一批重要标准。加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制定一批急需的基础通用、

安全健康、设施配置标准。加快品牌评价、知识管理等新兴领域标准制定。 

19.开展碳排放、节能环保标准研制，加快油品质量、商品煤质量标准制修

订工作，实施标准助推绿色化工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涂料、胶粘剂产品中挥发性

有机物限值及配套方法标准研制。 

20.加强公共安全标准化，重点做好防腐蚀、危险化学品管理、客车、消防、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工作。研究制定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指

导意见。完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清理整合，强化食品领域重点标准制修订。加强

生物技术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深入推进消费品安全标准“筑篱”专项行动，完

成 11 个领域国内外标准比对，推动空气净化器、口罩等一批重要标准出台。加

快完善化妆品和口腔护理用品标准体系。 

21.落实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

治理、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标准制定。加快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评价体

系和优化方法标准研制。抓好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 

三、强化实施，提高标准化质量效益 

22.配合重要标准出台，制定相关实施方案，组织做好宣贯工作。制定加强

地方标准化工作的意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实施，探索

区域标准化协作机制。加强企业标准体系建设，开展标准化良好行为创建活动。

发挥行业组织和标准化技术机构作用，搭建多方参与平台，促进标准有效实施。 

23.启动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提升工程，强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信息平台建

设。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循环经济、装备制造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等试

点示范建设。开展新型城镇化、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加强试点示范项

目管理，强化绩效考核，淘汰低水平项目。 

24.以行政管理、执法检查、强制认证为主要形式，强化依据强制性标准进

行监管。以标准符合性检测、监督抽查、自愿性认证为主要形式，多渠道开展实



施信息反馈与监测，健全推荐性标准实施监督机制。加快建立强制性标准实施情

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开展实施效果评价。畅通标准化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

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和消费者对标准实施的监督作用。 

25.坚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建立完善标准化服务体系。提升标

准化技术机构的服务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标准化服务。

制定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管理办法，统筹推进基地建设，打造标准创新服务平

台。开展标准信息的综合加工和深度开发。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标准化服务。加强

各级标准馆建设。 

四、提升水平，加快标准走出去步伐 

26.充分发挥我国担任 ISO、IEC 常任理事国作用，做好我国担任 ISO 主席和

IEC 副主席的支撑工作,，积极参与 ISO 和 IEC 战略规划、组织治理和政策规则制

定。在铁路、航天航空、工程机械、能源等高端装备领域研制一批国际标准。积

极推进船舶、海洋、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塑料、橡胶制品、中医药、

茶叶、竹制品、木材、蜂产品以及感官分析等国际标准项目。争取成立 ISO 竹藤

和稀土等新技术委员会，承担首个 ISO 信息文献国际标准关联码国际注册中心。

做好中国承办第 39 届 ISO 大会的筹备工作。 

27.提升国际标准组织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工作质量水平，开展我国承担国际

标准化组织技术机构绩效评价试点。加强区域标准化研究中心的建设管理，对重

点贸易国和地区的标准化机制、政策和重要标准进行研究。 

28.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及三年滚动计划，制定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大宗商品标准比对分析研究，开展东盟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建设，与沿线国家开展标准化专家交流，举办面向俄罗斯、中亚和东盟

等国家（地区）的标准化援外培训。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标准化组织签

署谅解备忘录。 

29.研究制定标准走出去工作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中外标准互认工作程序，

加大标准互认工作力度。围绕航天、工程机械等重点领域装备走出去，提出中国

装备标准名录。根据外交外贸重点领域的需要，成体系开展急需标准外文版翻译。 

30.加强与太平洋地区标准大会、亚太经合组织标准一致化分委员会、泛美

标准化委员会、非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等区域标准化组织的务实合作，提升区域

标准化活动影响力。 



31.探索“金砖国家”标准化合作新机制。深化与美国、欧盟、英国、法国、

德国、俄罗斯等在经贸、科技合作框架内的标准化合作。组织中德、中法、东北

亚标准化合作会议。围绕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与智慧城市等领域，

探索开展国际城市间标准化合作。 

五、夯实基础，保障标准化事业持续发展 

32.加快建立全国标准信息网络平台，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标准化

信息交换与资源共享。组织开展标准数据的结构化加工，开展标准内容和技术指

标的比对分析。推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33.优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组成结构，提高委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利用信息

化手段规范技术委员会运行，严格委员投票表决制度。完善技术委员会年报制度，

加强技术委员会年报数据统计分析。进一步健全技术委员会考核评价和奖惩退出

机制。 

34.会同科技部等有关方面研究制定加强技术标准研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政策措施，畅通科技项目产出标准的渠道。组织编制《“十三五”技术标准科

技创新规划》，健全标准化与科技结合的政策和机制。 

35.推进标准化学科建设，支持更多高校、研究机构开设标准化课程，开展

学历教育，设立标准化专业学位。制定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训规划，加大各类国际

标准化人才培养力度。支持标准化科研机构开展标准化理论、方法、政策研究以

及标准试验验证工作。 

36.做好世界标准日、全国质量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等重大活动的标准化

宣传。围绕改革方案出台、规划发布实施、标准化法修改等专项工作，开展广泛

宣传和深入解读。加强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食品、重要消费品、节能环保、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宣贯，建立常态化的宣传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