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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南》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8 月份

下达的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制定的，项目计划编号

为 “20230926-Z-469”，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5 年。该计划项目由全国标准化原

理与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6）提出并归口。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标准是国际合作、互联互通的通用语言，是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合作发展的

重要技术基础。互联互通、标准先行，加强各国标准对接，推动标准互通，形成

无空白、无交叉、无冲突的标准规范，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安全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近年来，中国在石油、铁路、电网、桥梁等

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能力居世界首位，建设水平世界领先，形成了完整的标准体

系和质量体系，并且在国际国内建设了一大批世界级工程，质量水平举世公认。

发挥中国优势，以中国标准为准绳，高质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将为“一带

一路”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总结中国标准在国外应用可行性评价的研究成果并

制定相关标准，对于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

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南将为中国标准在国外转化或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

基本支持。本标准依托 2016 和 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标准走出去适用

性技术研究”（一期）（2016YFF0202900）、（二期）项目（2017YFF0209500）和“油

气能源产业链关键国际标准研制”（2022YFF0609700），开展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

规范的编制工作，对于有效推动不同领域中国标准被国外引用、转化或者应用具

有重要社会意义，从而带动中国产品、装备及服务“走出去”，并可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

（三）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的要求，《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化

文件的研制，完成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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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的收集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收集了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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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001.7—2017 标准起草规则 第 7部分：指南标准

——GB/T 20001.8—2017 标准起草规则 第 8部分：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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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标准的起草

（1）2023 年 8 月—2024 年 10 月，深入研究标准草案的原则、适用范围和

评价方法，组织油气管道、海工、核电、航空航天、铁道等关键领域及新疆、内

蒙古、陕西、北京等各地区标准化研究机构专家开展深入研讨，初步确定标准研

制的工作重点和起草方案。

（2）2023 年 11 月，明确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和计划进度安排，组建标准

筹备组，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3）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0 月，召开 3次编制推进会，针对标准中的关

键性问题进行专家研讨，根据会议结论及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研究修改，

应用评价指南草案开展油气管道、海工、航空航天、核电、建筑、材料等领域典

型标准试评价验证，验证草案的可操作性，进一步改进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5）2024 年 11 月，提交《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通

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定向征求意见等渠道，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公

开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来源

（一）国家标准编制原则

该标准的编制主要遵循了指导性、普适性和实用性原则。

1. 指导性

本标准能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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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指导作用。

2. 普适性

为了达到标准普适性的目的，该标准参考 GB/T 20001.7—2017《标准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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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第 7部分：指南标准》和 GB/T 20001.8—2017《标准起草规则 第 8部分：

评价标准》编制。在涉及结构、要素的起草和表述以及标准化术语等方面遵守了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有关

条款。

3. 实用性

该标准的编制提供了具体的开展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的评价流程、工作方法

和指标体系示例，提高了标准应用方及第三方机构制定标准的国外适用性评价方

案的规范化和应用效率。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来源

1. 依据来源

该标准编制过程中，标准参考 GB/T 20001.7—2017《标准起草规则 第 7部

分：指南标准》和 GB/T 20001.8—2017《标准起草规则 第 8部分：评价标准》

以及标准实施效果等方面标准的规则和经验。

2. 主要内容

我国标准和相关标准在国外应用进行评价的通用流程、推荐性方法，并给出

了包含潜在风险、政策适用性、技术内容适用性、效益适用性、环境适用性的三

级指标体系范例。

（1）一般原则

开展适用性评价宜遵循以下原则宜遵循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2）评价方案与流程

评价方案宜通俗、实用、易于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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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方案宜包含以下流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取值打分、评价结果的计算、评

价结果的应用。

（3）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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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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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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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评分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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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指标最高分值乘以指标

数量等于评价满分分值。

④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指标进行赋权时宜逐级考虑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地位、重要程度；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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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标准在国外应用的模式可以是直接应用、部分应用和结合应用，确定每种

模式下各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以便于通过评价结果选择应用模式。

（4）取值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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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风险中的指标宜为否决项指标。指标项分值的打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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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值为所有专家打分分

值之和与专家人数的商。

（5）评价结果的计算

综合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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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评价结果的应用

用每项指标的指标评价分值，对照确定每种模式下各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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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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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情况

未查询到国内外关于标准国外适用性评价的相关标准，查询到间接相关的关

于标准评价方面的标准主要集中在标准化效益评价和标准实施评价。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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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现行的推荐性标准相协调方面，该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以尽量参考的方

式，遵照相关现行标准（如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1.7—2017《标准起草规则 第 7部分：指南标

准》和 GB/T 20001.8—2017《标准起草规则 第 8部分：评价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作为指导性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是支撑标准实施与应用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建议作为指导性国家标

准。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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