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关于颂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管理条例的通知

各省
、

市
、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

国务院各部委
、

各直属机构
:

现将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 发给你们
,

望遵照执行
。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
,

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搞好标准化
,

对于高速

度发展国民经济
,

提高工农业产品和工 程建设的质量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充分利用国家资源
,

都

有重要作用
。

望各地区
、

各部门切实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

各生产
、

建设
、

科研
、

设计

管理部门和企业
、

率业单位
,

要严格执行这一条例
,

使标准化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农业
、

工业
、

国

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
。

国 务 院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

手段
,

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推行标准化
,

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技术

经济政策
。

没有标准化
,

就没有专业化
,

就没

有高质量
、

高速度
。

为了加强标准化管理
,

提

高标准化水平
,

充分发挥标准化在实现农业
、

工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的作用
,

特制

订本条例
。

第二条 技术标准 ( 简称标准
,

下同 ) 是

从事生产
、

建设工作以及商品流通的一种共同

技术依据
。

凡正式生产的工业产品
、

重要的农

产品
、

各类工程建设
、

环境保护
、

安全和卫生

条件
,

以及其他应当统一的技术要求
,

都必须

制订标准
,

并贯彻执行
。

第二 t 标准的翻订和修订

第三条 制订或修订标准
,

要充分考虑使

用要求
,

密切结合 自然条件
,

合理利用国家资

源
,

做到技术先进
,

经济合理
,

安全可靠
。

第四条 制订或修订标准
,

要对同类产品

的品种
、

规格
,

进行选优和合理分档
,

形成系

列
, 对量大面广的零件

、

部件
、

元件
、

器件
、

构件
、

配件要尽量扩大使用范围
,

提高通用互

换程度
。

各类标准要协调
、

配套
,

住意军 民通



用
。

第五条 工农业产品标准的质量指标
,

按

照使用要求
,

可在同一标准中作出合理的分等

规定
。

第六条 在制订产品标准的同时
,

制订好

包装标准
。

包装标准必须符合保证质量
、

保证

安全的要求
,

考虑装卸
、

运输
、

保管等条件
,

注意节约用材
。

第七条 对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和国外的先

进标准
,

要认真研究
,

积极采用
。

第八条 出口产品和对外承包工程
,

必要

时可由生产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外贸
、 .

外经部门

制订适合外贸市场需要的标准
。

第九条 标准要根据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

适时进行修订
。

标准每隔三至五年复审一次
,

分别予以确认
、

修订或废止
。

第十条 标准化的发展规划和计划
,

列入

各级国民经济规划
、

计划
。

制订标准需要进行

的试验研究项目
,

纳入各级有关的科研计划
。

第三章 标准的分级
、

审批和发布

第十一条 标准分为国家标 准
、

部标 准

( 专业标准 )
、

企业标准三级
。

部标准应当逐

步向专业标准过渡
。

部标准 ( 专业标准 ) 和企

业标准
,

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 ; 企业标准不

得与部标准 ( 专业标准 ) 相抵触
。

第十二条 国家标准是指对全国经济
、

技

术发展有重大意义而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

标准
。

主要包括
: 基本原料

、

材料标准 ; 有关

广大人 民生活的
、

量大面广的
、

跨部 门生产的

重要工农业产品标准 ; 有关人民安全
、

健康和

环境保护的标准 , 有关互换配合
、

通用技术语

言等基础标准 ; 通用的零件
、

部件
、

元件
、

器

件
、

构件
、

配件和工具
、

量具标准 ; 通用的试

验和检验方法标准 ; 被采用的国际标准
。

第十三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 ( 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提出草案
,

属

于工农业产品和军民通用方面的
,

报国家标准

总局审批和发布 ; 属于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方

面的
,

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审批和发布 , 属

于药物和卫生防疫方面的
,

报卫生部审批和发

布 ; 属于军工方面的
,

报军工有关部门审批和

发布 , 特别重大的
,

报国务院审批
。

第十四条 部标准 ( 专业标准 ) 主要是指

全国性的各专业范围内统一的标 准
。

部标 准

( 专业标准 ) 由主管部门组织制订
、

审批和发

布
,

并报送国家标准总局备案
。

第十五条 凡没有制订 国家标准
、

部标准

( 专业标准 ) 的产品
,

都要制订企业标准
。

为

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

企业可制订比国家标准
、

部标准 ( 专业标准 ) 更先进的产品质量标准
。

·

企业标准的管理办法
,

由国家标准总局另行制

订
。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提出标准

草案建议稿
。

属于国家标准
、

部标准 ( 专业标

准 ) 的
,

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归 口 单 位 审

理 ; 属于企业标准的
,

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审

理
。

第十七条 标准的修改
、

废止
,

由标准的

审批机关批准
、

发布
。

标准的解释
,

由标准的

审批机关或由其指定的单位负责
。 :

第四康 标准的贯彻执行

第十八条 标准一经批准发布
,

就是技术

法规
,

各级生产
、

建设
、

科研
、

设计管理部门

和企业
、

事业单位
,

都必须严格贯彻执行
,

任

何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
。

对因违反标

准造成不良后果以至重大事故者
,

要根据情节

轻重
,

分别予以批评
、

处分
、

经济制裁
,

直至

追究法律责任
。

贯彻标准确有困难者
,

要说明理由
,

提出

暂缓执行的期限和贯彻执行的措施报告
,

经上

级主管部门审查向意
,

报发布标准 的 部 门 批

准
。

第十九条 贯彻标准所必需的物质技术条

件
,

上级主管部门应予保证
,
重大的

,

应纳入

各级技术措施计划
。

第二十条 一切生产企业对于原料
、

材料



和
`

协作件的验收
,

半成品的检查
,

以及成品的

检验
,

都必须按照标准进行
。

符合标准的产品

由检验部门填发合格证
;
不符合标准的产品

,

一律不列入计划完成数
,

不计产 值
,

不 准 出

厂
。

第二十一条 一切工程建设的 设 计 和 施

工
,

都必须按照标准进行
,

不符合标准的工程

设计不得施工
,

不符合标准的工程不得验收
。

第二十二条 新产品和工程的设计要充分

考虑标准化要求
,

设计任务书
、

设计文件必须

进行标准化审查
; 在鉴定

、

定型时
,

必须有标

准化管理部门参与标准化审查
。

新产品投产前
,

必须制订 出产品标准
,

否

则不准批量生产
。

第二十三条 整顿和改进老产品时
,

要充

分注意标准化
,

必须有标准化管理部门参与标

准化审查
。

第二十四条 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
,

必

须充分考虑 国内标准化要求
,

应先经国务院有

关部门或省
、

市
、

自治区的标准化管理机构进

行标准化审查 , 对国内影响较大的
,

由国家标

准总局召集有关部门进行标准化审查
。

第五幸 产品质皿的监任和检验

第二十五条 国家标准总局和省
、

市
、

自治

区标准局负责管理产品质量的监督和检验
,

统

一组织和指导有关专业检验机构开展监督检验

工作
,

具体办法由国家标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

另行制订
。

各省
、

市
、

自治区要在工业集中的城市建

立和健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

受同级标准

化管理部门领导
。

第二十六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的任

务是
.
根据标准进行产品质量的 监 督 检 验 ;

产
、

销双方对产品质量有争议时
,

执行仲裁检

验 , 经常向上级反映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和问

题
,

提出改进产品质量的建议 ; 指导和协助企

业的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

第二十七条 负责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的部

门
,

有权直接或委托其他单位对产品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的质量检验
。

对于不按标 准 进 行 生

产
、

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
,

有权停止其填发合

格证
;
特别严重的

,

有权建议主管部门对企业

和有关人员进行经济制裁
,

或者对企业进行停

产整顿
。

第二十八条 新产品必须取得产品监督检

验机构的鉴定合格证
,

方可申请商标注册
。

第二十九条 实行优质产品标志制度和奖

励制度
,

贯彻优质优价政策
。

经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机构证明
,

有关部门公认和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
,

对优质产品发给优质产品标志
。

具体办

法由国家标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订
。

)月

第六章 标准化管理机构和队伍

第三十条 标准化管理部门的 主 要 任 务

是
:

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化的方针
、

政

策
,

组织制订和修订标准
,

督促检查标准的贯

彻执行
,

负责管理产品质 量和工程 质 量 的 监

督
、

检验工作
,

负责检查
、

监督新产品设计和

老产品整顿以及进 口设备和技术方面的标准化

工作等
。

第三十一条 国家标准总局是国务院主管

全国标准化工作的职能部门
,

负责提出标准化

工作的方针
、

政策
,

组织制订和执行全国标准

化工作规划
、

计划
,

管理全 国的标准化和产品

质量监督
、

检验工作
。

第三十二条 省
、

市
、

自治区和工业集中

城市的标准局
,

以及 自治州
、

县的标准化管理

机构
,

是同级革命委员会的职能部门
,

负责管

理本地区的标准化和产品质量监 督
、

检 验 工

作
。

第三十三 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人民解放

军有关部门的标准化管理机构
,

负责管理本部

门的标准化工作
。

第三十四 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
、

市
、

自治区的有关专业局
、

公司
、

企业
、

事业单位

的标准化管理机构或专职人员
,

由主管技术工

作的负责人 ( 或总工程师 ) 直接领导
,

负责本



认 真 贯 彻
《标 准 化 管理 条 例 ”

努 力 搞好 标准 化工 作
-

一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标准总局

局长岳志坚同志答工人日报记者问

七月三十一 日
,

国务院批准颁发了 《 中华

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 ,

工人 日报记者

请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标准总局局长岳志坚

同志回答了有关贯彻 《 条例 》 的一些问题
,

现

转载如下
:

问
:

为什么要制订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管理条例 》 ?

答
:

早在一九六二年
,

国 务院 就颁 发 过

《 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 设 技 术 标 准 管 理 办

法 》
,

实践证明
,

这个 《 办法 》 对统一管理全 国

技术标准
,

开展标准化工作
,

提高工农业产品和

工程建设的质量
,

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

但

是
,

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的干扰破坏

,

我国标

准化管理工作至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
,

很不适

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

要
。

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全党工作着

重点的转移和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高的方针
,

对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任务
。

我们要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
,

标

准化必须走在前面
,

为专业化生产提供前提条

件
。

要把工业生产转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
,

要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

都必须加强标准化管理工作
。

因此
,

我们必须

根据新的情况和要求
,

制订一个全国标准化管

理条例
。

这对加强标准化管理
,

提高工农业产

品和工程建设的质量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充分

发挥标准化工作在实现四化中的作用
,

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

问
:

请你对制订 《 条例 》 的指 导 思 想 和

《 条例 》 主要内容作一些具体说明
。

单位和承担上级委托的标准化工作
。

第三十五条 国家标准总局
、

国务院有关

部门
,

应建立和健全标准化科学研究和情报资

料机构
。

省
、

市
、

自治区标准局应建立和健全

标准化情报资料机构
。

第三十六条 全国专业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标准化研究所和专业标

准化技术归口单位
,

负责标准化的科学研究工

作
,

组织和承担国家标准
、

部标 准 ( 专 业 标

准 ) 的制订和修订任务
,

参加相应的国际标准

化活动
。

第三十七条 标准化和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是生产技术工作
,

从事这些工作的科技人员是

整个科技队伍的组成部分
,

其政治经济待遇与

其他部门的科技人员相同
。

对工作成绩显著或

作出重要贡献者
,

应予以奖励
。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各省
、

市
、

自治区革命委员

会
,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
,

根据本条例制订实施办法
。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
,

由国家标准

总局负责
。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

原

《 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 》

停止执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