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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标准化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

要，制定本法。 



第二条 对下列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标准： 

（一）工业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等级或者安全、卫生要求。 

（二）工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存、运输、使用的方法或者生产、储存、

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卫生要求。 

（三）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四）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方法和安全要求。 

（五）有关工业生产、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和制图方法。 

重要农产品和其他需要制定标准的项目，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条 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标准化工作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第五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

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标准化工作。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市、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的各

自的职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 

 

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六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

可以制定行业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之后，该项行业标准即行废止。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

标准。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之后，该项地方

标准即行废止。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

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

部适用。 

法律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

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

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 

第八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 



第九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

合使用要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第十条 制定标准应当做到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 

第十一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 

第十二条 制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 

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组织由专家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的草拟，参加标准草

案的审查工作。 

第十三条 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

行复审，以确认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四条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

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第十五条 企业对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产品，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部门申请产品质量认证。认证合格的，由认证部门授予

认证证书，准许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规定的认证标志。 

已经取得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以及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

合格的，不得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 

第十六条 出口产品的技术要求，依照合同的约定执行。 

第十七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应当符合标准化要求。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检验机构，或者授权其他

单位的检验机构，对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进行检验。法律、行政法规对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处理有关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争议，以前款规定的检验机构的检验数据为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

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

售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认证部门撤销其

认证证书。 

第二十二条 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而擅自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没收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



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标准化工作的监督、检验、管理人员违法失职、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法实施条例由国务院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法自 198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