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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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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本文件由吉林省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吉林省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琳琳、李赫然、杨 帆、贾 俊、丛月梅、刘化冰、高明智、谷 乐、康文欣、张晶

书、宫国强、臧英男、郑丹丹、吕 航、薛 雪、周明明。 

本文件于2023年**月**日首次发布。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或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本标准版本

为吉林省标准化协会所有，没有经过吉林省标准协会的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法复制、再版、

电子版、互联网、影印件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 

 



T/ JAS 16—2023

1

检验检测机构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术语和定义、工作职责、工作程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760  消费品安全 风险评估导则 

GB/T 30136  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采集和处里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760、GB/T 30136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险  Risk 

害发生概率和伤害严重程度的组合。 

3.2　 

风险信息采集  Risk information collection 

为获取风险信息而开展的信息搜寻和获取的过程。 

3.3　 

产品质量风险监测  Product quality risk monitor 

对影响产品质量的风险因素进行信息收集、样品采集、检验检测和分析,识别和验证产品质量风险的活动。 

4　工作职责 

4.1　组织单位工作职责 

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组织单位负责向实施单位下达工作任务，组织制定风险监测计划、风险

监测实施方案；根据工作需要组建专家委员会，开展风险评估、风险监测技术交流与培训等工作。 

4.2　实施单位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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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风险监测工作实施的单位应是具备检测技术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承检机构”）。

主要负责收集分析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提出风险监测建议，制定风险监测申报书；编制风险监测实施方

案；按任务下达部门要求开展样品采集，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协助组织成立专家委员会，开展风险监测

相关技术评审；编写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提出改进和加强风险监测工作的建议等。 

5　工作程序 

5.1　制定监测计划 

5.1.1　基本原则 

可遵循时效、客观、合理、可追朔、完整性等原则。 

5.1.2　风险信息采集渠道 

风险信息采集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a) 消费者关于产品质量安全的投诉、举报信息； 

b) 政府在关部门、社会给织通报的和媒体报道的产品风险监测信息； 

c) 承检机构发现并经过验证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信息； 

d) 各级政府产品质量抽检历史数据分析而预警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信息。 

5.1.3　信息分析 

5.1.3.1　信息研判 

风险因素；分析风险因素，判断风险因素可能产生的危险及伤害；对需持续关注的风险信息，根 

据需要持续跟踪或进行风险调查。 

5.1.3.2　信息处里 

对发现的产品质量风险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向风险监测组织单位提出风险监测建议，参照附录A。 

5.1.4　风险监测对象 

结合收集的产品质量风险信息，可将下列风险作为优先监测的对象： 

a) 质量安全风险系数高、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危害程度大的产品； 

b) 涉及的产品流通范围广、消费量大的； 

c) 涉及行业性、区域性和系统性质量安全问题； 

d) 导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e) 受到消费者和社会普遍关注的； 

f) 相关部门通报或社会反映有质量安全问题的； 

g) 其他需要优先纳入风险监测计划的。 

5.1.5　计划制定 

风险监测组织单位和承检机构对采集到的风险信息进行筛查、研判，并结合本地区工业产品质量状况、

变化情况以及经费等因素，科学合理制定监测产品、监测项目、监测区域、监测样品数量和监测频次等。应

形成年度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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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制定实施方案 

5.2.1　承检机构按照监测计划，编制风险监测实施方案，内容参见附录 B。 

5.2.2　风险监测组织单位应建立健全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专家库，组织产品质量风险监测方案评审

工作，参见附录 C。 

5.2.3　计划实施过程中，承检机构可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向组织风险监测单位申请调整实施方案中不适宜

的内容，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5.3　任务下达 

风险监测组织机构下达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任务，向承检机构下发《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委托书》

和《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委托书》，参见附录 D和附录 E。 

5.4　采样 

5.4.1　承检机构的采样人员可由技术机构指派，采样人员至少为 2名。 

5.4.2　风险监测样品应以购买的形式获得，应当是经过企业检验合格的产品。 

5.4.3　采样人员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5.4.4　采样结束后，应填写《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采样单》（参见附录 F）。 

5.5　样品检测 

5.5.1　承检机构应当严格按实施方案中规定的检测方法，开展样品检测。 

5.5.2　承检机构应如实填写检测原始记录，保证数据真实、准确。检验完成后应汇总填报《工业产品质

量风险监测项目表》（参见附录 G），上报风险监测组织单位。 

5.6　风险等级评估 

承检机构可协助风险监测组织单位组织专家委员会，对风险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估，提出风险

处置的措施和建议。 

5.7　编制风险监测报告 

承检机构应根据监测结果，撰写《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分析报告》,参见附录H。 

5.8　风险检测结果处里 

5.8.1　承检机构按照风险监测组织单位工作委托，可承担风险监测结果告知的相关工作。 

5.8.2　风险监测组织机构根据监测结果，可采取下列处置措施: 

a) 向上级不门报送风险监测分析报告； 

b) 将有关风险监测信息通报给属地相关政府监管不门； 

c) 向相关生产企业发放风险告知书； 

d) 参照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缺陷产品召回； 

e) 涉及标准问题的，提出标准制修订建议； 

f) 组织开展产品质量风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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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向社会发布风险预警； 

h) 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置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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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建议表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建议表见A.1。 

表A.1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建议表 

 

序号 

监测产 

品名称 

监测项目 拟采用的检 

验方法 

结果判定

依据 

开展监测 

原因 

经费预算  

（万元） 

计划 

起止时间 

 

备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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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实施方案编写指南 

B.1　风险监测实施方案编写指南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实施方案编写指南 

                          

                                   XXXXX产品 

 

 

 

 

 

 

 

 

 

 

 

 

 

 

 

 

 

 

 

 

 

 

 

 

 

                                                       XXXXX（承检单位） 

                                                         X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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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风险监测实施方案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实施方案 

                           

                                    XXXX产品 

B.2.1　产品现状分析与风险监测的必要性 

该产品质量风险的表现，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规定，国内外对此类风险进行监测或监管的情况，实施 本次风险

监测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本省生产地区分布情况等。 

B.2.2　采样和监测工作要求 

B.2.2.1　监测品种及监测数量； 

B.2.2.2　样品来源和采样方案； 

B.2.2.3　检测要求； 

B.2.2.4　风险监测项目和依据。 

风险监测项目和依据见表B.1。 

表B.1　风险监测项目和依据表 

序号 产品名称 监测项目 检验方法 结果判定依据 批次 备注 

       

       

       

B.2.2.5　风险监测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见表B.2。 

表B.2　风险监测经费预算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计划监测批次 批次平均费用（万元） 经费预算（万元） 

     

     

检测费 批次检测费×批次数  

购样费 样品估价×样品用量×批次数  

其他相关费用 须有相关付款凭证  

合计：  

B.2.3　结果分析方 

B.2.3.1　拟采用数据分析方法 

对风险监测项目检测数据拟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 

B.2.3.2　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 



T/ JAS 16—2023

8

B.2.4　时间进度安排 

时间进度安排见表B.3。 

表B.3　时间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阶段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备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明确风险监测工作实施进度时间：样品采样时间、检测时间、数据汇总时间、分析报告编制时间、 上报时间等。 

B.2.5　检测机构资质和能力 

简要说明技术机构资质和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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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实施方案评审要点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实施方案评审要点见表C.1。 

表C.1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实施方案评审要点 

实施方案名称 
 

编 制 单 位 
 

序号       评价指标 评 价 标 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符合风险监测计划制定优先监测对象要求 5 项以上 15 分 

符合 2 项～4 项 10 分～14 分 

符合 1 项 5 分～9 分 

 

 

1 

 

符合风险监测计划 

   制定要求 

不符合要求 0 分～4 分 

  

阐述清晰、内容充分、分析具体行业信息状况掌握清楚 6 分～10 分 
 

2 
产品现状分析和监

测必要性 内容有待补充 1 分～5 分 

  

符合实施方案编制指南要求，内容完整、全面 11 分～15 分 

基本符合编制要求，需补充完善 6 分～10 分 

 

3 
风险监测实施方案

完整性 

有缺项，需进一步改进 1 分～5 分 

  

采样方案和采样方式科学、合理， 数量满足检测要 求 6 分～10 分 
 

4 
监测采样方案科学

性  
采样方案需进一步完善 1 分～5 分 

  

监测依据科学，检测有可操作性 11 分～15 分 

监测依据有一定的科学性，检测实施方案需完善 6 分～10 分 

 

5 
检测依据和检测方

法科学性 

监测依据与监测项目不匹配，需改进 1 分～5 分 

  

有明确的结果分析方法和应用方式，可行性较强 6 分～10 分 
6 

结果分析方法和用 

方式适用性 基本可用，可行性一般 1 分～5 分 

  

预算依据科学、时间进度计划合理 6 分～10 分 
7 

经费预算、时间进度

合理性 基本合理，有待完善 1 分～5 分 

  

内容完整、格式规范，符合编制要求 11 分～15 分 
8 

实施方案编制规范性、 

可行性 格式规范，基本符合编制要求 6 分～10 分 

监测项目技术上不具备检测条件 否决项 
 

否 决 项 
风险监测项目无检测手段 否决项 

  

评审结果 1.通过       2.需改进     3.未通过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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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实施方案总分≥85 分，推荐采纳；总分 70 分～85 分，结合评审建议，需改进方案；低于 70 分不予推荐； 

注 2： 简要描述实施方案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进一步补充完善实施方案。 

评审专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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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委托书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委托书见D.1。 

表D.1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委托书 

产品名称 

 
监测起止时间 

（采样—结果报送） 

 

受委托单位 

 
经 办 人 

 

签发单位 
 

填发日期 
 

签 发 人 

 
有效日期 

 

存 
 
 
 
 
 
 
 

根 

编号 

 
 

 

……………………………………………………………………………………………………………………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委托书 

 

 

承检机构名称 ）   ： 

兹委托你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负责                  产品质量风险监测过程中          的 

工作，并于      年    月      日前报送风险监测结果。 

本产品风险监测采样单编号为：                                       

 

  

 

 

                                                                          

 

                                                    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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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委托书 

E.1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委托书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委托书 

 

（ 采样机构名称 ）   

按照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计划，兹委托你单位开展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工作，采样产品
 

为              ，采样地点为全省范围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及流通市场。 

依据风险监测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风险监测工作人员有权进入相关场所采集样品， 请有关单位予以
 

支持配合。 

 

 

 

 

 

 

 

 

 

 

 

                                                     

 

 

 XXXX单位 

                                                   XX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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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单见表F.1。 

表F.1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采样单 

编号： 

生产企业采样 
□原辅料库      □生产线（关键工序） 

□半成品库      □成品库    □其他 

 

采样
 

环节 

市场采样渠道 

□商店
 

□网店 

采样地点（电商）名称 
 

采样地点（电商）地址 
 

采样
 

信息 

联系人及电话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产品等级 
 

商标 
 

执行标准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生产日期/批号 
 

 

 

产品
 

信息 

采样数量 
 

采样日期 
 

标称生产企业是否同采样地点：  □是   □否（如果是，以下生产企业信息可不填）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标称生
 

产企业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采样
 

单位 

传真/Email 
 

邮编编码 
 

备注（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市场 

□其他



T/ JAS 16—2023

14

对以上内容己阅，情况属实，
 

对采样过程无异议。 

受检企业盖章:（市场买样不需盖章） 

年   月   日 

 

采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采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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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项目表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项目表见表G.1。 

表G.1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项目表 

采样环节 

序号 
产品

名称 

监测

项目 生产企

业 
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 

网络购

物 

检测

方法 

计划监测

时间 

监测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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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分析报告编写指南 

H.1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分析报告编写指南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分析报告编写指南 

                               XXXX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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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分析报告 

 

                        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分析报告 

                      

                             XXXX产品 

 

H.2.1　概述 

XX 产品风险监测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包括监测产品、监测项目、监测样品数量及区域分布、监

测发现问题的样品数量、问题检出率、监测发现的主要问题等）。 

H.2.2　产品与行业概况 

H.2.2.1　产品概况。 

H.2.2.2　行业概况。 

H.2.2.3　质量安全概况分析。 

H.2.3　风险监测项目选择和致害机理分析 

H.2.3.1　风险监测项目。 

H.2.3.2　致害机理分析。 

H.2.3.3　国内外标准要求分析。 

H.2.4　采样方法、检验和结果判定依据 

H.2.4.1　采样方法和样品分析情况说明。 

H.2.4.2　检验方法和结果判定依据。 

H.2.4.3　检验结果统计分析。 

H.2.5　风险评估 

H.2.5.1　风险评估方法构建。 

H.2.5.2　发生伤害的严重性及可能性。 

H.2.5.3　风险评估结论。 

H.2.6　风险处置建议和措施 

H.2.6.1　企业整改建议。 

H.2.6.2　建议发布消费提示。 

H.2.6.3　建议加大服务和宣传建议。 

H.2.6.4　标准制定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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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其他。 

H.2.7　对今后开展该种产品风险监测工作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