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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

要求）

（一）国家相关工作背景
产品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国家形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质量强国”。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是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根据产品及生产企业质量风险程度，按照原则对产品分级、企业分类，并
应用分级分类结果对生产企业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辅以信息化、大数据等手段，
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精准性、有效性的新型监管模式。

2012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制定发布《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分类监管试行办法》，
启动实施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分类监管制度。按照“企业分类+产品分级”的二维监管模
式，依据企业履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的保障能力和实现程度，将工业企业划分为
AA、A、B、C四个类别；依据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程度将工业产品划分为工级(最高
风险）、Ⅱ级（较高风险）、Ⅲ级（一般风险）三个等级。针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和
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分别实施信用监管、责任监管、常态监管和加严监管等差异
化监管方式。该制度对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实施分类监管，把监管力量用在刀刃上，
产品质量监管将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是我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创新举
措。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质
量分级制度，倡导优质优价，引导、保护企业质量创新和质量提升的积极性，推动
质量评价由追求‘合格率’向追求‘满意度’跃升”。2019年，工信部颁布的《关于促进制
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围绕
产品性能、技术能力、用户需求等制定质量分级标准，运用检验检测、合格评定、
满意度调查等手段，对重点产品试点开展质量分级评价，建立质量分级发布机制。”

2021年召开的全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市场监管总局副局
长田世宏强调，“要构建以监测评估为基础、以分类监管为抓手、以信用监管为依托、
以智慧监管为支撑的产品质量安全新型监管机制”。2023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也指出：“建立质量分级标准规则，实施产品和
服务质量分级，引导优质优价，促进精准监管。”

2024年 1 月 29日，为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加强对关系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重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市
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2024年版）》，明确要
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据《目录（2024年版）》，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产业发展状况等，制定本地区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目录。”“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聚焦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结合《目录（2024
年版）》合理确定监管重点、监管措施、监管频次，实施分级分类精准监管。”

近年来，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探索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机制，
构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体系，推进产品质量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表 1 部分省市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有关政策文件

省市 文件名称

浙江 《浙江省重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实施方案》（浙质发〔2017〕7 号）

浙江嘉兴
《关于加强全市重点产品质量安全“三分”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的通知》（嘉市监〔2020〕40 号）

浙江 《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指引》

上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质量信用风险分级分

类监管的意见》（沪市监产质〔2022〕422 号）

广东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规范》（粤市监规字

〔2021〕5 号）

福建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创新推行工业企业 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风险分

级分类管理的通知》（闽市监质监〔2022〕155 号）

安徽池州 《池州市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实施方案（试行）》

江西九江
《九江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风险分

级分类监管指导意见（试行）》

安徽马鞍山 《深化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实施方案（试行）》

（二）浙江省相关工作背景
2019 年以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进一步推进产品质量分级分类监管和智慧监管

机制建设，首创“产品分级、企业分类、区域分色”的产品质量安全“三分”监管机制，
在嘉兴市、台州椒江、杭州余杭开展试点，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支撑，选取当地产业
相对集中、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行业，采取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按类分
级、依级监管的原则，制定分类分级管理规则，对生产企业质量信用情况进行分类，
并采取差异化的分级监管措施，从重审批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通过更加精准、更
加有效的监管，倒逼生产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倒逼行业优化升级。

嘉兴是产品质量安全“三分”监管机制、浙江产品质量分级分类监管及智慧监管
系统建设的试点探索地区。自 2020年以来，嘉兴市市场监管局围绕全省生产领域重
点产品质量分级分类监管、产品质量全流程监管“一件事”改革等重点工作要求，持
续推动产品质量智慧化监管，积极开展“数字化产品质量安全分类分级分色管理服务”
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深入实施重点产品质量安全分类分级分色监管机制，督
促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目前已建成产品质量“三分”监管数据运营和展
示平台，对全市 3289 家企业 271 种产品有效实施“三分”监管，产品质量领域除险
保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做法如下：

实施差别化监管，制定产品质量安全“三分”监管标准。一是产品分级。将全市
摸底统计汇总的企业产品，依据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产品监督抽查结果、产品质量
舆情、产品准入、监管要求等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风险产品。二是企业分类。根
据企业履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状况及质量违法情况，将所有生产企业分为高风险企
业和低风险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手段。三是区域分色。按照高风险企业占比情况，
以红、橙、黄、绿标注形成“四色矢量图”，动态掌握全市风险企业分布情况，进行
风险预警研判。



实施数字化管理，搭建产品质量安全“三分”监管平台。一是归集重点工业产品
数据库，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明确的 13 大类重点工业产品目录，对全市生产
企业主体开展调查摸底，将摸底统计的企业信息录入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系统。二
是依托省级部门，共享省市场监管部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系统与省行政执法监管平
台、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浙政钉等信息平台，整合全市企业主体信息
和监督抽查、日常检查、投诉举报等信息，建立“三分”监管数据运营中心。三是立
足场景化应用需求，建成“三分”监管“驾驶舱”，集中展示“三分”监管数据和处理结果，
提供更直观、更智能的决策场景体验，动态展现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情况。

2022年 2 月 18 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
工作指引》，该指引是在嘉兴“三分”监管的工作模式和经验基础上对产品质量安全
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模式的进一步提取和完善，用于指导全省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重要工业产品是指：当年被列入市场监管总局以及省、设区市和县（市、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确定的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目录内的工业产品。）根据
产品管理属性、政府部门指令、监督抽查结果、社会舆情反映等因素，按照风险程
度从高到低，将产品质量风险等级依次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根据企业履行产
品质量主体责任状况及质量违法情况，将生产企业划分为高风险、低风险两类。根
据产品分级、企业分类情况，采取加严监管、日常监管和信用监管等模式实行差异
化监管。

目前，我国市场监管领域内缺少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的统一标准，部分
地区对特定的高风险产品开展了质量分级管理工作，探索制定了产品质量安全分级
分类标准，但制度设计刚性有余而灵活不足，标准技术内容可操作性不强，主要存
在评估指标和参数的设定缺乏逻辑主线，对于不同级别产品的区别和判定比较模糊
和笼统，信息技术支撑能力不足，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同时，不同地区的产品分
级、企业分类规则有较大差异，存在就产品论产品拘泥于一时一地的现象，不利于
生产流通领域重点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和行业内监管措施的一致性。

因此，依据“企业分类、产品分级、差异化监管”的路径，加快制定产品质量安
全分级分类监管行业标准，有助于进一步创新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提升市场监
管部门的监管资源利用率，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安全，防止出现重大产品
质量事故，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市场主体自治、行
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质量监管共治格局。



2.2 与国内外相关
标准、文献的关系

（一）与国内外相关标准关系
经检索，尚未见国际国内有相关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的国际、国家、行

业标准。国内各地已发布的与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相关的标准主要以“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规范、监管站所建设标准为主，已有浙江嘉兴、安徽马鞍山等部分地区对
特定的高风险产品制定了产品质量分级分类监管地方标准。

目前与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主要相关的标准：
GB/T 35253—2017《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分级导则》，该标准于 2017年 12

月 29 日发布，2018 年 7 月 1 日实施，该标准重心为风险预警而非分级分类，仅给
出关于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级的一般划分规则与一般流程，对于企业及产品质量标
准的划分依据表述较为模糊，未给出具体的划分准则。

DB3301/T 0297—2019《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质量信用分级管理规范》杭州
市地方标准，于 2019年 11月 15日发布实施。该标准是对食品相关产品分级分类监
管的首次制定，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质量信用分级评定和管理进行了规范，
但该标准与产品质量安全“三分”监管工作相关标准关联度较低。

DB3304/T 055—2023《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分色通则》嘉兴市地方标准，该
标准于 2020年首次制定发布实施，修订版于 2023年 1月 5日发布，2023年 2 月 5
日实施。该标准是对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分色监管的首次制定，根据产品及生产
企业质量风险程度，对产品分级、企业分类规则进行明确，并规定了应用分级分类
结果对生产企业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

DB3304/T 056—2023《产品质量安全“一图一码”工作规范》嘉兴市地方标准，
该标准于 2020 年首次制定发布实施，修订版于 2023 年 1 月 5 日发布，2023 年 2 月
5 日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产品质量安全地域图的风险评估、风险预警要求和产品质
量安全码的赋码要求、亮码要求、用码要求等内容，是嘉兴市产品质量安全“三分”
监管机制的技术成果应用标准。

DB3405/T 0001—2022《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通则》安徽省马鞍山
市地方标准，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发布，2022 年 6月 10 日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工
业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的规则，监管方式、一图一码管理和信息化运用等内
容，但仅适用于工业生产许可证发证产品和强制性认证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本标准为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管理范围中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标准，作为推荐性
行业标准，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没有矛盾和冲突。

（二）与相关法律、法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2024 年 3 月，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由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浙
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现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XXXXX等单位共同组成标准起
草工作组，明确标准起草各自任务分工和主要职责，提出具体的工作思路和阶段任
务，制定标准研制工作计划，支撑标准顶层设计、论证研制、应用实施等工作有序
开展。

3.2 起草阶段

（一）资料收集与分析。2024年 3 月至 10月，起草工作组收集国内产品质量安
全分级分类监管相关政策文件和标准等文献资料，包括上海、福建、安徽池州、江
西九江、安徽马鞍山等省份的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以及 GB/T
42497-2023《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质量风险评估指南》、SN/T 2755《出口工业产
品企业分类管理》、SN/T 5489-2023《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分级基本要求》等进口
产品分级分类管理标准，梳理分析产品分级、企业分类指标体系的差异性，并结合
浙江监管实际，编制完善标准文本。

（二）召开工作推进会。先后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组织召开标准工作推进
会、座谈会等会议，讨论监管通则中具体的监管措施，确保标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通过汇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确保监管通则在分级分类规则、分级分类监管和信息
化运用等方面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符合实际操作需求。邀请行业内各方，包括企
业、行业专家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参与，确保各方对监管要求的理解一致，减少实施
过程中的歧义。

（三）编制完善标准工作组讨论稿。2024 年 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总局
产品监管司对标准制定的指导意见，结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填写工业产品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信息平台质量安全风险等级的通知》《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工业
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进一步修改标准中企业风险
等级划分和分类监管方式等相关内容。

（四）项目执行情况自查。2025年 3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展市场监管行业标
准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自查，分析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加快标准
研制进度。

（五）开展项目调研座谈。2025年 4 月至 5月，成立调研工作组，制定标准调
研方案，拟选取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等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研，通过实地
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其他省份在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方面的制度体
系建设情况、信息平台建设和应用情况，收集分析各地创新做法、取得成效和存在
问题。嘉兴市市场监管局发函邀请标准参编单位及专家，并收集相关意见和建议，
为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参考。

5 月 8 日至 9 日，前往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进行座谈调研，就两省产品
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情况展开深入交流。会议重点研讨了标准中的产品质量
风险评级指标体系、企业分类监管手段等内容，并现场参观了福建省工业企业产品
质量安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平台。标准起草工作组结合调研情况，对标准文本进行
修改完善，于 5月中旬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通过系统提交审查。



3.3 征求意见阶段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的分级分类规则、分级分类监管、信息化运用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
主要技术内容: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在参考引用 GB/T 35253-2017《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分级导则》和 GB/T

35247-2017《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技术通则》等标准的基础上，界定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企业”
等术语的定义。

第四章“分级分类规则”主要规定了产品质量风险分级和企业风险分类的评估内容和划分标准。产品
质量风险分级采用量化评估方法，主要参考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质量信
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的意见》。企业风险分类主要依据《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关于规范填写工业
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信息平台中生产销售单位质量安全风险等级的通知》中生产单位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等级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分级分类监管”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要求，并参考借鉴了《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指引》《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质量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的意见》等文件监管措施，从监管范围、监管体系、
监管方式、管理手段、动态调整几方面提出分级分类监管工作要求。

第六章“信息化应用”结合数字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经验，提出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工业产品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信息平台”信息化系统建立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数据系统，记录、汇总、分析产
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实行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并提出关键信息与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互联，支持
跨平台对接的协同监管要求。

附录 A：提供危害概率指标赋分细则，指导具体评分操作。
附录 B：明确分层分级监管体系，按企业规模（大、中、小、微）划分监管层级，确定责任主体。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
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6.2 修订和废除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6.3 作为强制性标
准或推荐性标准的

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6.4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1］ GB/T 22760-2020 消费品安全 风险评估导则
［2］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的指导意见，国市监质
监发〔2023〕38号

［3］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关于规范填写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信息平台中
生产销售单位质量安全风险等级的通知，市监质监（司）函〔2024〕62号

［4］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指引
［5］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质量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的意
见，沪市监产质〔2022〕422号

［6］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创新推行工业企业 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
的通知，闽市监质监〔2022〕155 号

联系人 熊丹燕 联系电话 18258328848 电子邮箱 737314496@qq.com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2.第 5 章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25年 5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