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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我国标准和相关标准在国外应用进行适用性评价的通用流程、推荐性方法和指标体系

范例。 

本文件适用于标准应用方及第三方机构制定标准的国外适用性评价方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标准国外适用性  applicability of standards in foreign applications 

开展国际工程、产品、服务等项目所涉及标准国际化活动中我国标准及其他标准在国外应用的风险、

作用和效果。 

4 一般原则 

开展适用性评价宜遵循以下原则： 

a) 科学性原则，即指标体系的构建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所采用的方法科学、合理的原则，

能反映被评价标准和应用环境的客观实际情况； 

b) 普适性原则，即指标体系涵盖被评价标准在国外应用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因素，面对

不同类型、不同标准化对象的标准，指标体系尽量能够覆盖其关注的各类因素； 

c) 可操作性原则，即评价方法实用、可行，便于评分。具体来说，一是指标要简化，方法要简

便；二是考虑其指标值的测量和数据搜集工作的可行性。 

5 评价方案与流程 

5.1 评价方案宜遵循以下原则： 

a) 评价方案宜通俗、实用、易于操作。通常宜选择定量和定性相结合、专家评审和现场考察相

结合的方法开展评价； 

b) 评价方案宜包含评价对象、基本情况概述，评价步骤等内容，能够指导评价工作组依此按步

骤组织实施评价工作，编制评价报告。 

5.2 评价方案宜包含以下流程： 

a)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b) 取值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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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价结果的计算； 

d) 评价结果的应用。 

6 评价工作组和评价专家组 

6.1 评价工作组和评价专家组职责： 

a) 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方案，组织实施评价全过程，包括确定评价目标，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制定评价问卷，收集提供评价支撑资料，组织评价专家组开展评价，计算汇总评价结果，

编制评价报告； 

b) 评价专家组——依照评价方案要求，在评价工作组的协助下，利用自身工作经验及专业知识，

结合评价支撑资料，填写评价问卷，结合评价结果提供相关专业意见和建议。 

6.2 评价专家组宜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代表： 

a) 标准起草者； 

b) 标准所属的管理机构； 

c) 相关研究机构； 

d) 标准实施方； 

e) 标准国外应用实践主体； 

f) 其他。 

6.3 评价专家组成员宜具备以下条件： 

a) 熟悉该标准领域，具备所属行业标准制定、管理或应用工作经验，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 

b) 熟悉所属行业特点，熟悉该标准拟应用的国外环境； 

c) 能积极投入评价工作，恪守职业道德，具备必要的职业素养，能保证持续参加评价的相关工

作。 

7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7.1 指标体系的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宜与被评价标准相对应，且包含不同层级。指标体系的层级不宜超过三级。每级指标

宜根据上级指标进行设计。最后一级的指标宜给出给指标说明。指标说明宜明确评价该项指标需要考虑

的问题，供评价专家组作为评判打分参考。 

7.2 指标体系的设计 

7.2.1 指标体系宜根据被评价标准的具体情况，按照 7.1的要求设计。 

7.2.2 一级指标体系宜包含以下指标： 

a)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通常包括政策风险和经济风险，指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知识产权风险、

与外方法律、法规协调风险、形成与我国的竞争等因素； 

b) 政策适用性——政策适用性通常包括国内政策因素、双边关系、目标国政策因素、投资主体

因素及其他因素，通常指国内对标准国际化支持程度，双边政策友好程度、文化差异、目标国

标准化政策、项目投资方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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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技术内容适用性——技术内容适用性通常包括标准技术水平、标准可操作性、标准的协调性、

标准成熟度等因素，通常指标准技术内容、技术人员、生产要素、技术应用环境、中国标准国

内实施效果等； 

d) 效益适用性——效益适用性通常包括标准预期带来的投入及产出情况、质量提升、效率提升

及安全性的增加等因素； 

e) 环境适用性——环境适用性通常包括社会环境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等因素，通常指标准产业

影响、社会影响、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7.2.3 指标的设计宜考虑评价的可操作性，宜设置否决项和指标项。指标说明所考虑的问题宜以“是/

否”和“高/中/低”作为判断标准，便于取值规则设计，评价专家组可参考指标说明的具体现实情况，

依据取值规则，综合判断后对最后一级指标进行评价打分，取值规则宜按照 7.3设计。 

7.2.4 附录 A 给出了对标准国外应用进行评价时考虑的通用指标，在具体开展评价时可根据被评价标

准以及其所处行业的特点对各级指标进行调整。 

7.3 取值规则 

7.3.1 否决性指标宜以“是/否”进行评价，指标宜以“高/中/低”进行评价。 

7.3.2 宜提供指标相关技术数据等证明材料作为评价专家组评价打分的参考。定性指标的值，可通过

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方式获得。定量指标的值宜利用各有关部门、企业现有的统计资料获得。 

7.3.3 宜对各指标评价和打分的标准进行规范，尽可能消除不同专家评分习惯造成的评价结果偏差。 

7.3.4 取值规则的确定宜结合评价满分分值、指标数量、评分档位和评价综合评分要求等因素综合设

置，便于专家打分和结果计算。表 1 给出了取值规则设置的示例，单个指标最高分值乘以指标数量等于

评价满分分值。 

表 1 取值规则设置示例 

评价满分分值 指标数量 
单个指标最高

分值 
评分档位（对应分值） 

综合评分最低得分

要求 

100 20 5 高（5）、中（3）、低（1） 75 

7.4 确定指标权重 

7.4.1 指标赋权考虑的因素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标进行赋权时宜考虑以下方面： 

a) 逐级考虑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地位、重要程度；宜根据赋权方法综合考虑指标在体系

中的重要程度，至上而下逐级考虑。 

b) 根据每个指标所涉及到的问题，例如法律法规、政策支持、技术水平、国家文化等因素，逐一

进行判断和赋权。 

7.4.2 指标赋权 

采用赋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附录B给了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主观赋权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的示

例。 

7.5 确定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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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应用模式的类型 

标准在国外应用的模式可以是： 

a) 直接应用：直接在国外应用该标准等形式； 

b) 部分应用：实施该标准中的关键指标、条款； 

c) 结合应用：以该标准为基础联合制定新标准。 

7.5.2 每种模式下各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 

每种模式下各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宜遵循以下原则： 

a) 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宜结合取值规则设置固定档位，便于与指标得分进行对照比较，确定满

足要求的指标数量； 

b) 确定每种应用模式的关键指标和其他重要指标,以便于合理确定指标最低要求； 

c) 不同应用模式对于同一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宜存在一定的区别,以便于通过评价结果选择应

用模式。 

附录 C给出了每种应用模式对于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的示例。 

8 取值打分 

8.1 一般要求 

宜由评价专家组针对所评价标准，对评价问卷中的最后一级指标进行打分评价。 

8.2 否决项评价 

8.2.1 潜在风险中的指标宜为否决项指标。 

8.2.2 如“潜在风险”中有一项最后一级指标的评判结果为“否”，则判定该标准国外应用的可行性

为 0，可不再进行后续打分项评价。 

8.2.3 如果“潜在风险”中没有一项最后一级指标的评判结果为“否”，则按 8.3开展指标项评分。 

8.3 指标项分值的打分及计算 

8.3.1 宜根据被评价标准情况，按照“高/中/低”设置对指标项进行评价打分。 

8.3.2 指标的值为所有专家打分分值之和与专家人数的商。 

9 评价结果的计算 

对除潜在风险以外的所有最后一级指标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值按式（1）计算 

  ······································································· (1) 

式中： 

Qs——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分值； 

Si——αi 项指标评价分值； 

wi——最后一级第 i 项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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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指标总数。 

当某项标准的 Qs 值不低于综合评分最低得分要求，且没有否决项存在时，宜考虑推动该标准实施

国外应用，具体应用模式的选择宜按第 10章。 

评价结果存在争议时，可对评价方法和评价过程进行分析和讨论，深入分析后确定评价结果的指导

作用。 

10 评价结果的应用 

10.1 计算每种模式下指标最低得分要求的满足程度 

用每项指标的指标评价分值 Si，对照确定每种模式下各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如果 Si分值高于该

模式下各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则满足最低得分的指标数量加 1，否则不满足最低得分的指标数量加 1。 

某一应用模式下指标最低得分要求的满足程度计算按式（3）计算 

……………………………………………………….(2) 

 

式中： 

：指标最低得分要求的满足程度； 

：满足最低得分的指标数量； 

：不满足最低得分的指标数量。 

10.2 应用模式的判定 

如某种应用模式下，指标最低得分要求的满足程度大于等于 85%，则判定标准可按照该模式进行国

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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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标体系 

表A.1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的指标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1 潜在风险 

（否决项） 

政策风险 

是否涉及国家安全 

1. 标准中的技术是否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 

2. 相关管理部门是否许可该标准在国外应用 

3. 标准中相关的技术内容是否涉密 

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风

险 

1. 标准中涉及专利问题的处置是否符合目标国的相关政策要

求 

2. 标准中版权问题的处置是否符合目标国的相关政策要求 

是否存在与外方法

律、法规、安全环保、

文化及风俗习惯协调

风险 

标准技术内容是否与目标国的法律、法规、安全、环保、文化、

风俗习惯，以及目标国已加入的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发生冲突 

目标国是否有我国对

应的标准，且两国的

标准技术水平接近 

目标国是否有对应的本国标准，且目标国标准的技术水平与我国

相关标准的技术水平接近 

经济风险 
是否会导致我国重大

经济损失 

标准在目标国的应用是否导致我国相关产业遭受实质损害或遭

受实质损害的威胁 

2 政策适用

性 

（指标项） 

国内政策因素 
国内对相关标准国外

应用的支持程度 

1. 是否有相关政策文件支持相关标准在国外应用 

2. 是否对目标国有战略支持及经济支撑 

3. 是否对目标国有持续性的标准培训 

双边关系 

政治上的友好程度 
1. 双方历史以及现在的政治友好交往情况 

2. 是否有我方援建项目、合建项目 

文化（含宗教、风俗）

上的友好程度 

1. 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对比 

2. 目标国与我国的宗教、风俗相似度及友好程度 

目标国政策因

素 

目标国的标准化政

策，目标国是否（愿

意）接受别国（尤其

是我国）的标准并转

化 

1. 目标国是否与我国签订有标准互认协议 

2. 与目标国类似国家是否引进我国标准 

目标国的产业政策 
1. 目标国对相关产业的政策支持程度 

2. 目标国对相关产业的开放程度 

投资主体因素 

标准实施主体的投资

方是谁（外方、中方）

或者股权比例情况 

实施标准的机构的投资股权占比情况（尤其针对重大基础设施或

工程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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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的指标设计（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3 技术内容

适用性 

（指标项） 

标准技术

水平 

标准技术内容与相关标准

（目标国标准或国际标准）

的水平比较 

1. 标准技术内容是否与目标国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2. 与目标国标准或国际标准进行标准技术水平的比对，判

断其先进性 

标准可操

作性 

人员：标准的技术内容是否

方便目标国人员的实际操作 
标准的技术内容是否方便目标国人员的实际操作 

生产要素：执行标准所需主

要生产要素在目标国是否便

利获取 

执行标准所需主要材料或服务在目标国是否便利获取 

环境：执行标准所需的环境

是否适合目标国环境（包括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执行标准所需的环境是否适合目标国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 

标准的协

调性 

在国外应用后与外方标准在

主要内容上是否相互协调 

1. 标准技术内容与目标国相关领域标准的协调程度 

2. 标准内容结构、要素指标、相关术语及翻译水平是否适

应目标国及国际通行标准 

标准成熟

度 

标准在国内的应用程度 
1. 标准在中国的应用程度（成熟、一般、刚起步） 

2. 标准是否有成功国外应用的情况 

按中国标准生产的产品（或

服务、工程）在目标国的美

誉度 

1. 我国产品（服务或工程）在目标国所占市场份额 

2. 产品（服务或工程）的美誉度 

4 效益适用

性（指标项） 

标准预期

带来的投

入及产出

情况 

计算标准带来的收益减去实

施标准的投入的值，并计算

差值占总体产值（或投资额）

的比值 

1. 标准的实施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 

2. 实施标准所带来的管理成本的变化 

3. 实施标准需要对技术改造所进行的投资情况 

4. 制定和宣贯标准（培训）所需要的投入 

5. 标准的实施带来的其他收益的变化 

标准预期

带来的质

量提升 

质量方面的提升 标准在产品（服务或工程）质量提升方面带来的效益 

标准预期

带来的效

率提升 

效率方面的提升 标准在产品（服务或工程）完成效率提升方面带来的效益 

标准预期

带来安全

性的增加 

安全性方面的增加 标准在产品（服务或工程）安全性方面带来的效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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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的指标设计（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5 环境适用

性（指标项） 

社会环境效益 

产业影响 

1. 给市场规范程度带来的变化 

2. 给产业规模带来的变化 

3. 对生产技术升级带来的促进作用 

4. 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5. 对企业影响力的提升 

6. 对国内相关产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 

社会影响 

1. 对消费者健康、安全保障的提升 

2. 创造社会就业 

3. 改善基础设施服务 

生态环境效益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 是否对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破坏 

2. 是否有利于合理利用能源 

3. 是否有利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科学处理 

注1：潜在风险宜作为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否决项”，一旦其中任一项三级指标判定为“是”，则本次标准国外适

用性宜直接判定为不可行。 

注2：政策适用性、技术内容适用性、效益适用性、环境适用性宜作为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项”，宜根据指标

权重判定方法，为各级指标的进行权重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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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标权重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赋权。专家组对表A.1中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重占比进

行赋值，各指标权重占比范围在1％～100％之间，同一层次且同一分支下所有指标的权重占比之和为

100％。 

获得指标权重占比之后，依据下式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值。赋值情况及权重计算结果见表B.1。 

 (1) 

 (2) 

式中： 

wi——各指标的权重； 

Ai——i 项指标所属一级指标权重占比； 

Bi——i 项指标所属二级指标权重占比； 

Ci——i 项指标项在三级指标层权重占比； 

n——指标总数。 

表B.1 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及权重

占比（Ai） 

二级指标及权重占

比（Bi） 
三级指标及权重占比（Ci） 

指标权

重（wi） 

1 潜在风险，否决

项，不占比，一

旦存在，国外适

用性为 0 

1-1 政策风险 

1-1-1 是否涉及国家安全  

1-1-2 知识产权风险  

1-1-3 与外方法律、法规协调风险  

1-1-4  目标国是否有我国对应的标准，且两国的标准技术水平接近  

1-2 经济风险 1-2-1 是否壮大目标国的能力、水平，并形成与我国的竞争  

2 政策适用性，占

_32__% 

2-1 国内政策因素，

占_22.5_% 
2-1-1 国内对相关标准国外应用的支持程度，占_100_% 0.072 

2 政策适用性，占

_32__% 

2-2 双边关系，占

_25_% 

2-2-1 政治上的友好程度，占_61_% 0.049 

2-2-2 文化（含宗教、风俗）上的友好程度，占_39_% 0.031 

2-3 目标国政策因

素，占_29_% 

2-3-1 目标国的标准化政策，占_64_% 

目标国是否（愿意）接受别国（尤其是我国）的标准并转化 
0.059 

2-3-2 目标国的产业政策，占_36_% 0.033 

2-4 投资主体因素，

占_23.5_% 

2-4-1 标准实施主体的投资方是谁？（外方、中方）或者股权比例

情况，占_100_%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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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指标体系及权重（续） 

一级指标及权

重占比（Ai） 

二级指标及权重占比

（Bi） 
三级指标及权重占比（Ci） 

指标权重

（wi） 

3 技术内容适用

性（侧重于标准

的技术内容），

占_31_% 

3-1 技术水平，占

_31_% 

3-1-1 标准技术内容与相关标准（目标国标准或国际标准）

的水平比较，占_100_% 
0.096 

3-2 标准可操作性，

占_27_% 

3-2-1 人员：标准的技术内容是否方便目标国人员的实际操

作，占_39.5_% 
0.033 

3-2-2 生产要素：执行标准所需主要生产要素在目标国是否

便利获取，占_29_% 
0.024 

3-2-3 环境：执行标准所需的自然环境是否适合目标国自然

环境，占_31.5_% 
0.026 

3-3 标准的协调性，

占_22.5% 

3-3-1 在国外应用后与外方标准在主要内容上是否相互协

调，占_100_% 
0.07 

3-4 技术成熟性，占

_19.5_% 

3-4-1 标准在国内的应用程度，占_50_% 0.03 

3-4-2 按中国标准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工程）在目标国的

美誉度，占_50_% 
0.03 

4 效益适用性

（侧重于标准

的经济效益），

占_24_% 

4-1标准预期的投入、

产出情况，占 32% 

4-1-1 计算标准带来的收益减去实施标准的投入的值，并计

算差值占总体产值（或投资额）的比值，占_100_% 
0.077 

4-2 标准预期带来的

质量提升，占_23.5_% 
4-2-1 质量方面的提升，占_100% 0.056 

4-3 标准预期带来的

效率提升，占_20.5_% 
4-3-1 效率方面的提升，占_100_% 0.049 

4-4 标准预期带来安

全性的增加，占_24_% 
4-4-1 安全性方面的增加，占_100_% 0.058 

5 环境适用性

（侧重于标准

的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占

__13.5_% 

5-1 社会环境效益，

占_57.5_% 

5-1-1 产业影响，占_47.5_% 0.037 

5-1-2 社会影响，占_52.5_% 0.041 

5-2 生态环境效益，

占_42.5_% 
5-2-1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占_100_%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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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应用模式 

 

为了提高应用模式选择的可操作性和便利性，每种应用模式对于不同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采用高/

低2档，分别对应的分值为4.25分和2.5分，表C.1展示了每种应用模式对于不同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 

表C.1 每种模式最低得分要求 

指标 

最低得分要求 

标准得分 直接在国外

实施该标准 

实施该标准

中的关键指

标、条款 

以该标准为

基础联合制

定新标准 

1-1-1 是否涉及国家安全 — — — — 

1-1-2 知识产权风险 — — — — 

1-1-3 与外方法律、法规协调风险 — — — — 

1-1-4  目标国是否有我国对应的标准，且两国的标准技

术水平接近 
— — — — 

1-2-1 是否壮大目标国的能力、水平，并形成与我国的竞

争 
— — — — 

2-1-1 国内对石油管道行业（或相关标准）国外应用的支

持程度，占_100__% 
≥4.25 ≥2.5 ≥2.5 5.00 

2-2-1 政治上的友好程度，占_61_% ≥2.5 ≥2.5 ≥2.5 5.00 

2-2-2 文化（含宗教、风俗）上的友好程度，占_39_% ≥4.25 ≥2.5 ≥2.5 3.00 

2-3-1 目标国的标准化政策，占 64_% 

目标国是否（愿意）接受别国（尤其是我国）的标准并

转化？ 

≥4.25 ≥2.5 ≥2.5 3.86 

2-3-2 目标国的产业政策，占__36_% ≥4.25 ≥2.5 ≥2.5 4.67 

2-4-1 标准实施主体的投资方是谁？（外方、中方）或者

股权比例情况，占__100_% 
≥4.25 ≥4.25 ≥4.25 4.14 

3-1-1 标准技术内容与相关标准（目标国标准或国际标

准）的水平比较，占__100_% 
≥4.25 ≥2.5 ≥2.5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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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每种模式最低得分要求（续） 

指标 

最低得分要求 

标准得分 直接在国外

实施该标准 

实施该标准

中的关键指

标、条款 

以该标准为

基础联合制

定新标准 

3-2-1 人员：标准的技术内容是否方便目标国人员的实际

操作，占__39.5_% 
≥4.25 ≥2.5 ≥2.5 3.86 

3-2-2 生产要素：执行标准所需主要生产要素在目标国是

否便利获取，占_29_% 
≥4.25 ≥4.25 ≥4.25 4.00 

3-2-3 环境：执行标准所需的自然环境是否适合目标国自

然环境，占__31.5_% 
≥4.25 ≥2.5 ≥4.25 5.00 

3-3-1 在国外应用后与外方标准在主要内容上是否相互

协调，占__100_% 
≥4.25 ≥2.5 ≥4.25 4.33 

3-4-1 标准在国内的应用程度，占__50_% ≥4.25 ≥2.5 ≥2.5 4.71 

3-4-2 按中国标准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工程）在目标国

的美誉度，占__50% 
≥4.25 ≥2.5 ≥4.25 4.71 

4-1-1 计算标准带来的收益减去实施标准的投入的值，并

计算差值占总体产值（或投资额）的比值，占_100% 
≥4.25 ≥2.5 ≥2.5 4.14 

4-2-1 质量方面的提升，占_100% ≥4.25 ≥2.5 ≥4.25 4.71 

4-3-1 效率方面的提升，占__100_% ≥4.25 ≥2.5 ≥2.5 4.14 

4-4-1 安全性方面的增加，占__100_% ≥4.25 ≥4.25 ≥4.25 4.43 

5-1-1 产业影响，占_47.5__% ≥4.25 ≥2.5 ≥2.5 4.71 

5-1-2 社会影响，占__52.5% ≥4.25 ≥2.5 ≥2.5 4.71 

5-2-1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占_100% ≥4.25 ≥4.25 ≥4.25 4.71 

 



GB/Z XXXXX—XXXX 

13 

 

参 考 文 献 

[1]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 GB/T 20001.7—2017 标准起草规则 第7部分：指南标准 

[3] GB/T 20001.8—2017 标准起草规则 第8部分：评价标准 

[4] GB/T 3533_2-2017 标准效益评价 第2部分：社会效益评价通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