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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指南》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3）

提出并归口，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21 年第一

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 20210935-T-469，项目名称为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指南》。 

本标准由杭州国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处置中心、威凯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北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

公司、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近年来在工业、农业、商贸流

通、生活服务等领域全面快速渗透，成为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电商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的权利义务和主体责任，为电子商务质量监管部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

依据。如何全面贯彻实施《电子商务法》的精神和要求，顺应广大消

费者对网购质量的追求，精准有效开展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是市场

监管部门、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第三方监测机构等电子商务相关方共

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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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质检总局国家正式在杭州成立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

测处置中心（以下简称“网监中心”）。网监中心成立以来，依托电子

商务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协作系统，利用智能化和网络技术，通过“云

计算”实现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状况在线智能监测，构建了“风险监测、

网上抽查、源头追溯、属地查处、信用管理”的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

管新机制，在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实践。京东

商城、阿里巴巴、苏宁易购、网易严选、快手科技作为优秀的电子商

务平台企业，在平台内部自我监测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威凯检测、方圆集团、通标公司等均是全国最具实力和竞争能力

的综合类质量检测机构，承担过多次国家级和省、市各级质量监管部

门委托的网上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任务，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网上监

测抽查内部工作规范。 

为进一步总结提炼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工作实践经验，起草单

位整合政府部门、电商平台企业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网上监测技术资

源，研究制定普通适用的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指南，希望

将工作成果转化成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实施的操作性指导标准，为

电商平台自我监测、第三方监测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监测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可操作的具体实施指南，以提高开展网上监测实施工作的规范

性、科学性和高效性，从而促进电子商务产品质量改进和电子商务行

业健康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1、筹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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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由杭州国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处置中心牵头

成立了电子商务质量监测实施指南标准起草小组，基本确定了电子商

务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活动的指南需求和实地调研方向。 

2019年 2 月至 2019年 4 月，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了数次电子商务

质量监测实施指南国家标准调研会，先后实地调研了网易严选、京东

商城、苏宁易购、阿里巴巴等 5 家电子商务平台和浙江方圆检测、宁

波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等 6家检测机构，收集、翻译和整理了

国内外有关研究进展、法律法规等文献资料，分析总结了现有电子商

务相关标准中关于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的术语、指标等技术内容，初步

形成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指南的思路与框架，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

定草拟了国家标准草案（一稿）。 

2、立项阶段 

2019年 4 月，标准起草小组正式向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83）秘书处提交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指

南》标准立项材料，并于 2019 年 12月顺利通过立项答辩。期间，按

照国标委要求，本标准转归口至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563），并于 2021 年 4 月获批《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

监测实施指南》国家标准立项计划，计划编号：20210935-T-469，项

目周期 24 个月。 

3、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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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 月 28日，标准起草小组在网易严选召开了第一次国家

标准研讨会，在国家标准草案的基础上研究讨论了框架和内容，提出

修改意见，并丰富完善形成了标准讨论稿（二稿）。 

2021年 7 月 8 日，标准起草小组以腾讯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第

二次国家标准研讨会，征求了威凯、SGS、快手、苏宁等电商平台和

检测研究机构关于监测实施流程、资源配置、监测计划、持续改进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标准讨论稿（三稿）。 

2021 年 9 月 11 日，SAC/TC563 牵头组织召开电子商务国家标准

草案研讨会，邀请专家对本标准讨论稿（三稿）内容研讨，为征求意

见稿发布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标准起草组广泛听取了 8 位专家的

意见，并对意见进行梳理汇总。 

2021年 10 月 14 日，标准起草小组以腾讯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

第三次国家标准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明确标准定位，按照

GB/T 20001.7—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 7 部分 指南标准》的规定

调整完善标准框架结构，形成标准讨论稿（四稿）。 

2021年 10 月 22 日，标准起草小组在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杭州国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处置中心）召开第四次国家标

准讨论会，对标准文本进行了推敲和研讨，形成标准讨论稿（五稿）。 

2021年 12 月 15 日，标准起草小组通过多次修改和完善，最终

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报送到 SAC/TC563 秘书处审核。 

4、征求意见阶段 

5、送审阶段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论据和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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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原则 

制定《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指南》国家标准以遵循合

规、科学、公正、可控为原则，提出的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

施指南主要依据现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关国家标准。 

（二）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1、主要内容 

a 范围 

本文件阐述了开展电子商务交易的有形产品质量监测的原则，提

出了监测准备、监测实施、监测效果评价于反馈等过程实施方法和管

理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有关监管部门、第三方监测机构对电子商务交易有

形产品质量监测的具体实施活动，也适用于各类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对平台内经营者销售有形产品质量监测的具体实施活动。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无形产品的质量监测实施活动。 

b 术语和定义 

包括网络交易经营者、信息、神秘买家、监测过程风险。 

c 总则 

包括基本原则、基本概念、质量监测框架、资源配置、信息管理、

风险防控的要素。 

d 监测准备 

包括监测准备的概述，以及监测准备过程、监测计划输出的内容。 

e 监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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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监测实施的概述，以及信息监测实施、抽检监测实施的内容。 

f 监测效果评价与反馈 

包括监测效果评价与反馈的概述，以及效果评价、结果反馈、持

续改进的内容。 

2、确定论据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505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7921—201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GB/T 31167—2014  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南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5408—2017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 术语 

GB/T 37538—2019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  

（三）创新点 

一是本标准的制定聚焦于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的实施，是

一个操作性指导标准，普遍适用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政府监管部

门和检验检测机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紧密对接。二

是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是电子商务领域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

针对这一重要手段而制定的实施指南，势必会对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和促进作用。三是本标准在深入研究电子商务交

易产品质量管理特性的基础上，对监测实施过程进行研究和标准编

制，以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采用过程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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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本文件提出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的基本框架、资源配

置、信息管理、风险防控等要素，明确了监测准备、监测实施、监测

效果评价与反馈的内容和证实方法，并通过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

监测实施相关主体的充分验证。 

本文件的制定，将为电商平台自我监测、第三方监测以及政府主

管部门的监测实施提供必要的指南，以提高开展网上监测实施工作的

规范性、科学性和高效性，从而促进电子商务产品质量改进和电子商

务行业健康发展。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无。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没有涉及其他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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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为便于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相关方理解和贯彻标准，

建议标准正式发布后，发挥“全国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共享联盟”

等社会组织的作用，组织召开标准宣贯、标准措施演示等，通过小范

围的先行先试，扩大社会影响力，达到全面实施的效果。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测实施指南》 

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年 12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