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 

标准编制说明 
 

一、背景情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百姓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

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上海市技术基础发展和改革“十三

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质量和品牌作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

展质量和效益提升”。2018年 4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发布

《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全力打响上海品牌，把上海品牌建设作为落实和服务国家

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载体，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品牌执行标

准的新要求。作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基础保障的标准，应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另一方面，“上海标准”标识制度正式列入新修订的地方法

规《上海市标准化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标准”成为了

体现上海品牌形象的又一载体，引导、培育、制订和集聚一批比

肩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

业标准，更有效支撑上海“四大品牌”和“五个中心”建设、支

撑上海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判断标准是否达到先进性要求，需要科学系统的评价依据，

“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便是基于此而开展的研究，是保证



“上海品牌”认证体系和“上海标准”评价体系科学性和先进性

的基础和前提。本标准通过立项申请，列入 2018 年度第三批上

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沪质技监标[2018]503 号文），

由上海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质

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主要起草。 

 

二、编制原则 

（一）协调性原则 

国家认监委对以联盟认证形式开展“上海品牌”建设工作作

出复函，支持上海市利用认证认可手段，以联盟认证形式，通过

高端品质认证，促进质量提升，开展“上海品牌”建设工作，打

造“上海品牌”金字招牌。本标准作为应用技术标准，其内容与

DB 31/T 1048-2017《上海品牌评价通用要求》相关技术规范相

衔接，属于认证标准体系的一部分，认证体系设置了标准门槛。

能够通过“先进性要求”评价的标准，才能被“上海品牌”认证

体系和“上海标准”评价体系所采用。 

（二）适用性原则 

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认真调研、吸收、消

化了兄弟省市如“深圳标准”“浙江制造”“山东省企业标准领跑

者”等类似工作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特点进行总

结、提炼，形成本标准基础内容。本标准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评

价体系和评价机制的科学设置，对标准的关键性指标水平、规范



性、实施成效进行量化分析，相对客观地对标准先进性进行评价，

确保通过评价的标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三）操作性原则 

评价指标的设定，充分考虑评价实施具体需求，在前期大量

调研、讨论、试评价的基础上，以兼顾“产品”“服务”大类的共性

和具体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特征为导向，尽量保证评估系统和具

体指标的可操作性。不同类型的先进性评价，在充分考虑评价结

果的输出目标基础上，合理划分评价主要内容和指标体现，为标

准的后续应用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三、起草过程 

（一）资料收集、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标准起草 

2018 年 4 月-2018 年 11 月，明确项目技术路线和分工，确

定项目研究框架；分析国内关于标准先进性评价、标准领跑者的

研究现状，梳理国外可借鉴的经验；严格依照 GB/T 1.1-2009标

准框架，编写了评价原则、评价对象、评价程序、评价内容、评

价结果等主体内容，并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处室、上海

品牌认证联盟及成员单位多次座谈，形成了标准草案。 

（二）评估实践，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18 年 12月-2019 年 5月 进行评价实践，总结分析评价结

果和反馈意见，修改标准，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三）国内外文献调研及实地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6 月-9 月，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实地调研并分析

上海市企业和组织、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现状，在大量资料收

集的基础上，总结分析评价结果和反馈意见，修改标准，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 

（四）试运行验证，形成送审稿 

2019 年 9月-11月，试运行验证，并广泛收集了上海品牌认

证联盟及成员单位、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处室、相关单位

等方面意见，完善标准，形成送审稿。 

 

四、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分为 8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范围 

介绍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标准所适用的领域。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 3项国家标准。 

（三）评价原则 

明确了评价的系统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要求评价

机构和评价人员始终坚持第三方立场，在评价过程中应以事实为

依据，选择科学的评价方法进行全面评价，使评价结果合理准确。 

（四）评价对象 

明确了评价对象是上海市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以及注册地在

上海的合法行政企事业单位编制的标准。评价对象按照领域不同

分为服务标准、产品标准两类，文化、购物等其他标准可视其核



心要素归入服务或产品标准类别。 

标准先进性评价以标准成果和标准实施成效作为主要评价

内容。经标准先进性评价、评定结论为“具有先进性”的受评标

准，可申请“上海品牌”认证，也可申请“上海标准”评价。 

（五）评价程序 

规定了评级申请、申请受理、专业初评、专业终评等评价程

序；规定了申请标准先进性评价的受评标准，正式实施应不少于

半年，规定了哪些评价材料需要提交；评价材料通过形式审查，

才可受理进行专业初评。 

评价机构应针对受评标准所属技术领域选取专家，组成专家

组，制定或依据已有评价实施细则提出关键性指标，对受评材料

进行初评。如专家组认定受评材料需要补充的，申请单位应及时

补充。通过专业初评的方可专业终评。 

专业终评采用专家评分制，每个专家的评价总分，取各单项

指标评分的加权和，受评标准的最终评分，取各专家评价总分的

算术平均；专家组依据本标准对申报材料进行专业终评，形成评

审结论，出具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 

（六）评价内容 

规定了关键性指标、标准规范性、标准实施成效作为评价内

容。关键性指标反映受评标准在所处行业中的创新性、引领性，

填补国际或国内空白，或优于同业水平的情况；标准规范性反映

标准内容、格式和编制过程的规范性，标准实施成效反映受评标



准实施后所取得的效果。 

（七）评价结果 

评价总分 85分及以上，评定结论为“具有先进性”；评价结

果为“具有先进性”的受评标准，可作为“上海标准”认证依据

或“上海品牌”评价依据之一；专家组应出具评价报告。 

（八）附录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上海标准”评价实施指南》。给出了

“上海标准”评价原则、范围、依据、申请条件、组织实施、评

价程序、日常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标准先进性评价评分表》。规定了关

键性指标水平、标准成效、标准规范性及其二级指标，并给出了

评分方法。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给出了标准

先进性评价报告样本。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广泛深入开展本标准应用实施的宣传和培训，重点培训

评审专家、相关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及起草单位评价材料编制人员；

建议标准实施一定周期后适时引入标准实施评估机制，促进标准

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