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版本管理方法简介

修订后的《方法》，已经2025 年3 月17 日市场

监管总局第5 次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 年

6 月1 日起施行。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2001 年发布

的《方法》简称为“老版本”，将2025 年发布的《方

法》简称为“新版本”。

1.1  确定国际标准的范围

新版本《方法》在第二条明确指出：本办法所称

国际标准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

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以下统称国

际标准组织）制定的标准。

老版本《方法》第三条指出：国际标准是指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和国际电信

联盟(ITU) 制定的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

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1.2  采标程度

新、老版本《方法》都是分为“等同采用”和“修

改采用”两种程度。

但是老版本《方法》的第十七条还提到对应关系

除等同采用、修改采用外，还包括“非等效采用”。

只是指出“非等效采用”不属于采用国际标准，只表

明中国标准与相应国际标准有对应关系。

1.3  采标步骤

老版本《方法》在第二条指出：采用国际标准是

指将国际标准的内容，经过分析研究和试验验证，

等同或修改转化为中国标准( 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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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下同)，并按中国标准审

批发布程序审批发布。

新版本《方法》在第八条详细指出：有关主管部

门从以下方面对本领域相关国际标准与我国国情的

适用性进行分析：

（一）是否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的规定；

（二）是否符合我国相关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

（三）是否符合我国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

（四）是否符合我国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社

会条件；

（五）技术水平是否先进，技术内容是否符合

我国技术发展方向，是否具有在我国应用的可操作

性，相关技术要求与我国标准是否协调衔接等；

（六）实施的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包括在促进产业发展、提升服务质量、规范

社会治理、便利国内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作用。

1.4  采标优先立项

新版本《方法》的第十二条指出：对采标国家

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优先立

项。并在第十三条指出：采用正在制定的国际标准

的，鼓励采标国家标准与其同步制定、实施。

1.5  其他国际组织标准采用问题

新版本《方法》在第二十三条明确指出：确有需

要但国际标准组织尚未制定相应标准或者制定发布

的相应标准在我国不适用时，可以采用其他国际国

外组织发布的标准制定我国的国家标准。

采用其他国际国外组织制定发布的标准制定国家

标准时，应当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关版权的规定。

老版本《方法》在附件中给出了包括“国际电信联

盟（ITU）”“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在内的39个国

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

2  学习体会

在2025年4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新版本《办法》

解读专题新闻发布会[3] 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宣传司

司长王秋苹主持下，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司长

肖寒，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王火旺，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治平，分别介绍了这次修订主

要聚焦三个方面：厘清所采用国际标准的范围以及采

标主体的范围；明确采用国际标准工作的全过程管

理；强化了遵守版权政策的相关要求。

2.1  明确了采标范围

考虑到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不再确认和公

布其他国际组织，ISO、IEC 和ITU 不断修订完善知识

产权政策，并且ISO 和IEC 明确要求成员国采用ISO 和

IEC 发布的标准为国家标准。为了适应国际标准组织

知识产权政策新的形势，新版本《方法》将可以采用

国际标准的范围限定在ISO、IEC、ITU 制定发布的标

准，不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

织制定的标准。将可采用国际标准制定发布的标准范

围限定为国家标准，不包括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

业标准。通过学习了2001 版本的《方法》和2025 版本

的《方法》，认为新版本《方法》明确了ISO、IEC 和

ITU 制定的标准是公认的国际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就

是采用上述三大国际标准组织制定发布的标准。

2.2  其他国际国外组织的标准

老版本《方法》中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

的其他国际组织的各个专业标准和国际工业发达国家

的标准，都是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反复锤炼使用的

先进标准，是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并使用的标准。

新版本《方法》第二十三条指出：确有需要但国

际标准组织尚未制定相应标准或者制定发布的相应

标准在我国不适用时，可以采用其他国际国外组织

发布的标准制定我国的国家标准。

在采用其他国际组织制定发布的标准制定国家标

准时，应当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关版权的规定。

对于衡器行业来讲，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没

有发布过任何有关衡器产品方面的国际标准。为了尽

快学习国外先进的电子衡器制造技术，我们需要认真

学习欧美几个老牌工业国家的相关技术。特别是近几

年，我国衡器工业产品逐渐出口到世界各国，因此，

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与衡器产品有关的标准和规范也是

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采纳的。

2.2.1  OIML是国际法制计量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egal Metrology）的缩写。国际法制计

量组织是一个世界性的、政府间的组织，其主要宗

旨是协调各成员国的国家计量技术机构或组织实施

各种相关规程和计量器具控制。国际建议是一些计

量器具的典型规程，其确定了对该计量仪器的计量

特性要求、还为进行合格评定规定了试验方法和试

验设备，而非产品的标准，所以我国计量技术机构

按照OIML 组织要求尽可能采纳、贯彻国际建议是应

该的，但错误地将OIML 国际建议的内容全盘照搬

作为等同采用我国衡器产品标准的做法是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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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2  WELMEC 是欧洲的区域性法制计量组织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Legal Metrology）的缩写，现

拥有30 多个成员。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促进国家当局与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确保法制计量的统一和一致性。

欧盟成员国法定计量机构的这些指南完全是建议性

的，其本身不超出EC指令中已包含的任何相关限制，

也不强加额外的技术要求。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也是

可以接受的，指南中提供的是代表着WELMEC 所考虑

的关于要遵循EC 指令的最佳实践方法。可能是多个

关于衡器产品方面的国际建议是欧洲主要工业国起草

的，该组织发布的关于衡器产品方面的指南基本内容

上与OIML 组织发布的国际建议是相同的。

2.2.3  NIST 是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与 技 术 研 究 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的缩写，

主要任务是：①建立国家计量基准与标准；②发展为

工业和国防服务的测试技术；③研制与销售标准服

务；④提供计量检定和校准服务；⑤参加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制定标准；⑥进行技术转让，帮助中小型企

业开发新产品。此外，还承担防火、抗地震技术及

应用计算技术等研究工作。该组织发布的《44 号手

册》中涵盖关于衡器产品的标准是依据本国情况编

写的，计量特性要求与OIML 组织发布的国际建议大

部分内容是一致的。但在衡器产品的实用性和安装

环境的要求方面，NIST 标准进行了着重关注。

2.3  采用非国际标准应该结合国情

新版本《方法》增设对国际标准的动态跟踪、适

用性分析、验证等预研工作要求，细化了对评估、

起草、审核等环节的相关要求。对国际标准的采纳

尚且如此要求，那么对于非国际标准的其他标准也

就更不能全版照搬了。第九条指出，鼓励全国专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需要对现行国际标准技术要

求、试验检验方法等开展验证。验证内容包括，技

术要求与我国应用环境、生产工艺、设备等方面的

适应性，试验检验条件是否可满足、方法是否可操

作、结果是否易于复现等。

3  结语

3.1  采标工作更加稳步

新版本《方法》要求在采用国际标准时应该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从法律、产业政策、自然条件、文

化传统角度，从采标的先进性、可操作性、预期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产业发展等方面综合考虑，不

是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同样我国衡器行业在制定

产品标准时需要按照《方法》中的针对性意见执行。

3.2  衡器行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的问题

对于国际建议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虽然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领先我国几十年，也应该采

用科学的态度予以采纳。因为每个人不可能是全

才，即便是国外的专家，也总是有知识短板，即使

已经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有许多成员国没有提出修

改意见，所以是难免存在问题。再加上我们与西方

国家还存在文化差异，存在试验设备差异，所以对

待国际建议必须以：翻译、学习、思考，研究、讨

论，践行、反思的精神进行学习采用。

3.3  制定产品标准的主力是企业

企业是使用产品标准的主力，国际建议的采标

主力也是企业，所以企业也是制定产品标准的主

力，企业需要在行业标准化协会中积极参加国际标

准的制修订工作。

3.4  积极参加国际会议

中国是衡器产品的使用大国，也是衡器产品的

制造大国。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接触使用国际法定

计量组织的国际建议，通过40 多年对各种衡器产品

国际建议的引进、消化、吸收，各个制造企业对各

自对应的国际建议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2011 年

中国代表团在英国参加了OIML TC9/SC2 R50 国际建

议研讨会，提出在皮带秤国际建议中增加“0.2 级”

的准确度。充分体现了企业参加国际会议的意义，

说明国际建议的内容是否合理、是否可操作，制造

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从国际潮流来看，企业参与

国际会议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可以加强与国际上

同行的交流，有利于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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