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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1]23号”文

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 年第二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家标准《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

互承认评价指南》（以下简称：该标准）列入2021 年国家

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编号：20213376-T-469。

根据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认标委函

〔2022〕1 号”文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

术研究中心负责承担该标准的制定工作。

该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

心牵头起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管司、中国船级

社质量认证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威凯认证检

测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

司、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欧陆分析检验检测

认证（成都）有限公司、中卫标（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量度计量研究院（山东）集团有限公司、食药环检验研究院

（山东）集团有限公司、中创新海（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

司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该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



委员（SAC/TC261）提出并归口。

（二）主要工作过程

该标准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撑‘一

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认证认可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二期）”

成果之一。通过分析东盟、澜沧江-湄公河、上合组织区域

社会公共安全产品、智能联网产品、工业模具产品和农产品

等认证结果互认关键要素，建立了“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贸

易区域领先的互认评价体系，支撑了典型区域重要贸易产品

贸易便利化。是我国首次涉足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领域的

原创性国家推荐性标准。该标准旨在通过文献梳理、比对分

析和调查研究、专家研讨等方式筛选影响产品合格评定结果

互认的评价因素，构建合格评定结果的相互承认指标体系，

并通过制定评分规则形成互认可行性算法和量化的互认评

价值，用于指导开展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活动，使互认活

动建立在科学系统的评价之后，促进互认活动成功率，减低

互认合作成本。制定该标准的具体过程如下：

1.申请立项阶段

2020年7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

究中心形成国家标准建议书上报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2021年1月，通过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正式申报立项。

2021年8月，该标准被列入国家标准委2021年国家标准



制修订计划，项目编号：20213376-T-469，项目名称为《产

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

2.起草阶段

2020年6月-2021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

可技术研究中心整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研究

成果：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方法与测算、互认实

施方法和程序，形成互认评价技术方案。在工业品如铁路关

键设备、港口设施设备、电力设备、通信关键设备、工业模

具产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智能联网产品，农业品如食品

加工品和初级农产品等产品开展国际贸易时，充分验证研究

互认评价技术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验证效果良好。项目组将

研究成果梳理编制成标准草案，申报国家标准，并根据示范

验证结果不断修正标准草案内容。

2021年10月下旬，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61）组织公开征集标准起草组，2022年1月标准起

草组成立，该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

究中心牵头研制。

2022年1月24日，标准牵头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起

草组会议。会议对《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

国家标准草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起草意见。

2022年3月29日，标准牵头单位在京召开第二次标准研

讨会议。会议研究了标准的框架、相互承认的内涵、互认评



价的方法、程序及存在的问题，并形成正式国家标准草案稿

第二稿。

2022年5月5日，《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

国标起草组通过对草案进行进一步的分工修改，形成了征求

意见稿。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该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

心作为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主要起草单位

和人员包括：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吴海文、

林峰、王茂华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贾志洋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张燕红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齐坤坤

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马志峻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凌宏浩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万茸茸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郑晓燕

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刘伟丽

欧陆分析检验检测认证（成都）有限公司：冷波

中卫标（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周新

量度计量研究院（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孙学文



食药环检验研究院（山东）集团有限公司：谢军

中创新海（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司：马子涵

各参与单位所做的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

可技术研究中心负责标准整体框架制定及其全文的起草，输

出国家标准草案稿等工作，其他参与起草组单位成员按章节

进行分工，对国家标准内容编制、内容表述等进行分析研讨，

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适用性原则

该项标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有关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

认方面的国家标准。从全球来看，现行有效的合格评定国际

合作标准仅有《合格评定结果的承认和接受协议》（GB/T

27068-2006/ISO/IEC Guide 68:2002）。该标准为国家间、

认可机构间和认证机构间三个层面已经达成互认合作的组

织提供协议编制和签署的指导。伴随国际合作层次方式逐渐

多元丰富，现今参与相互承认的组织延展到跨区域的联盟、

区域内的联盟、自贸区联盟、民间社团等相互之间有关合格

评定结果的相互承认。本标准在起草时，除了借鉴国内外合

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经验，还注重有效结合科研成果和验证

实践经验，制定适合我国的国家标准，在遵从国际合作大原

则、大环境的基础上，力求标准语言通俗易懂，内容准确，



操作切实可行。

2.协调性原则

保持该标准与现有有关标准（如GB/T 27000－2006、GB/T

27025-2019、GB/T 27065-2015、GB/T27068-2006）在专业

术语、用词方面的协调一致性。

3. 规范性原则

严格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保证该

标准的编写质量。

（二）主要内容

1.结构说明

该标准共分为8个章节和3个附录（规范性和资料性），

具体名称如下：

第1章 范围

第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3章 术语和定义

第4章 互认评价原则

第5章 互认评价总体框架

第6章 互认可行性评价

第7章 互认技术方案确定

第8章 互认实施效果评估与改进

附录 A 互认评价要素框架图



附录 B 评价要素权重值计算示例和互认可行性评价判

定规则示例

附录 C 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类型和互认模式

2. 主要技术说明

该标准给出了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的互认评价

原则、互认评价总体框架、互认可行性评价、互认技术方案

确定、互认实施效果评估与改进的指南。

该标准旨在通过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可行性评价，提

高互认效率和质量，加速中国产品走出去；其次根据互认技

术指导提出具有中国优势和国际吸引力的双多边互认技术

方案，推动相关协议签署或合格评定结果的承认和接受，促

进合格评定国际合作方式多元化，逐步从深度参与国际规则

的制定到“中国方案”引领，发挥国内大循环中规则主导作

用，增强国际/区域组织贸易规则话语权，促使互认畅通中

国参与国际循环。

该标准明确了相互承认的概念和内涵，结合了TBT中对

技贸措施互认的概念内涵以及GB/T27068-2006中有关相互

承认的表述。给出了互认评价要素框架和具体要素内容、互

认可行性评价方法和判定规则、互认技术要素、互认类型及

模式选取方法、差异性处理方法，给出了互认技术方案的基

本内容、互认技术方案验证方法、互认技术方案实施效果评

估与改进的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起草组在工业品如铁路关键设备、港口设施设备、电力

设备、通信关键设备、工业模具产品、社会公共安全产品、

智能联网产品，农业品如食品加工品和初级农产品等产品开

展国际贸易时，应用本标准的互认评价方法形成多份互认技

术方案，如《中老铁路关键设备互认技术方案》、《中国-

巴基斯坦公共安全领域安全检查产品互认技术方案》、《中

国和东盟有机产品互认技术方案》、《“一带一路”典型区

域重点港口设备设施合格评定结果互认技术方案V1.0》等，

并开展了互认技术方案验证，目前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发布

实施招标技术规格书等技术文件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

明确认可出口国合格评定程序和结果或依据GB/T 27068-

2006签署双边MOU协议进行了证实。

四、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该标准是中国在合格评定国际合作领域自主研发的首

个国家标准，也是国际上首个给出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

价指南的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的编写符合GB/T 1.1-2020的编写规定和国内相

关标准的规定。

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与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和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该标准中不涉及安全、环保等需强制执行的技术内容，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进行出版发行。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伴随国际合作层次方式逐渐多元丰富，现今参与相互承

认的组织延展到跨区域的联盟、区域内的联盟、自贸区联盟、

民间社团等相互之间有关合格评定结果的相互承认。该标准

的发布可以为多渠道多层次合格评定国际合作的可行性评

估、实现互认的技术路径以及互认实施效果评价等提供技术

指导，不仅可供合格评定实施机构使用，同时也为互认评价

团队开展评审，以及其他由国际或区域组织、政府部门、监

管机构、行业组织、国际贸易组织对合格评定结果进行的其

他形式承认的依据文件。

我国合格评定发展仅有40年的历史，而国外已开展百年

相关研究探索，长期以来依赖政府开展合格评定国际合作，

不但谈判周期长，实施效果也得不到保证。而境外机构灵活

多元的国际合作方式帮助境外国家生产的产品很快占领市

场，并逐渐形成规则垄断。面对诸多延伸和发展起来的合格

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路径和方式以及日新月异发展的互认需

求，通过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提高互认效率和质量，

加速中国产品走出去；其次根据互认技术指导提出具有中国



优势和国际吸引力的双多边互认技术方案，推动相关协议签

署或合格评定结果的承认和接受，促进合格评定国际合作方

式多元化，逐步从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到“中国方案”

引领是必要的。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十、参考资料清单

[1]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2] G/TBT/13 有关“双边互认活动的法律框架”


	《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国家标准起草组

	2022年5月
	目  录
	《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二）主要工作过程
	1.申请立项阶段
	2.起草阶段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适用性原则
	2.协调性原则
	3. 规范性原则

	（二）主要内容
	1.结构说明
	2. 主要技术说明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四、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和处理经过和依据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十、参考资料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