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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章节 01 标准制修订程序



四大阶段、九小阶段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GB/T 16733-1997 《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及代码》

1.1 标准制修订阶段

阶段代码 九个小阶段 4个大阶段 阶段任务

00 预阶段
计划

提出新工作项目建议

10 立项阶段 提出新工作项目

20 起草阶段

制订

提出标准征求意见稿

30 征求意见阶段 提出标准送审稿

40 审查阶段 提出标准报批稿

50 批准阶段
批准、发布

提供标准出版稿

60 出版阶段 提供标准出版物

90 复审阶段
复审

定期复审

95 废止阶段 废止



（一）项目的预研和提出

➢ 对标准化对象进行研究及必要的论证，提出新工作

项目建议。

– 标准草案或大纲（范围、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新工作项目建议审查后上报

1.2 主要阶段简述

（二）立项申请

➢ 常年公开征集制度

– 任何单位、个人均可根据立项条件向有关行业部门或技术委员会
提出项目提案，也可以直接向国家标准委提出项目提案。



（三）立项程序

➢ 标准委对立项建议进行初审。

➢ 拟立项的项目在国家标准委网站上公示，向全社会征求

意见。

– 行业部门、技术委员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意见。

➢ 标准委处理意见和协调后，确定计划，下达给行业部门

或直属技术委员会。同时在标准委网站上公布。



（四）计划立项的工作模式

➢ 项目全部实行网上申报，一般不处理纸质文件申请。
– 网上申报系统全年开放，随时接受申报。

– 必须同时提交项目建议书和标准草案。

➢ 项目经费
– 根据计划确定经费。

– 主要下达到技术归口单位。



（五）标准制订阶段的管理 起草

➢ 工作组或标准主要负责起草单位对所订国家标准的

质量及其技术内容全面负责。

➢ 按GB/T 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起草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稿。



（六）标准制订阶段的管理 征求意见

➢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经负责起

草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审查后，分送技术委员会有关委员

以及有代表性的单位和个人

– 代表性：主要生产、经销、使用、科研、检验等单位及大专院
校

– 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为两个月。

– 被征求意见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意见，如没有意见也应复
函说明，逾期不复函按无异议处理。

➢ 提出国家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意见汇总

处理表，送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技术归口单位审阅，确

定能否提交审查。必要时可重新征求意见。



（七）标准制订阶段的管理 委员会审查

➢ 审查由技术委员会组织进行。

➢ 标准送审稿报秘书处。秘书处将标准送审稿送主任委员

初审后，提交全体委员进行审查。

– 会议审查

– 函审

– 审查的投票情况应以书面材料记录，作为标准审查意见说明的
附件。



➢ 审查通过的标准送审稿，由工作组或主要负责起草

单位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标准报批稿及其

附件，送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 工作组或主要负责起草单位对标准报批稿的技术内容和编写

质量负责。

➢ 标准报批稿经秘书处复核，秘书长签字，送主任委

员审核签字报主管部门审核，再报国家标准委批准

发布。



（八）标准制订阶段的管理 报批

➢ 国家标准报批稿由行业部门或直属技术委员会，报标准委

审批。国家标准报批稿内容应与国家标准审查时审定的内

容一致，如对技术内容有改动，应附有说明。报送的文件

有：

– 报批国家标准的公文一份（有固定格式）；

– 国家标准报批稿四份，另附应符合制版要求的插图一份；

– 国家标准申报单（有固定格式）、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意见
汇总处理表、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各两份；

– 如系采标或国外先进标准制订的国家标准，应有该国际标准或
国外先进标准原文（复制件）和译文各一份。



（九）审批、发布

➢ 国家标准由标准委统一审批、编号、发布。

– 药品、工程建设除外。

➢ 出版

–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 出版过程中发现内容有疑点或错误，由出版社与负责起草单位
联系。标准技术内容需更改时，须经标准委批准。

➢ 修改单

– 国家标准出版后，发现个别技术内容有问题，须作少量修改或
补充时，由负责起草单位提出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有格式），
经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审核，报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备
文并附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一式四份，报标准委批准发布。



（十）复审
➢ 国家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由主

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适时进行复审。

– 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 复审结果：

– 不需要修改的确认继续有效；确认继续有效的国家标准，不改顺序
号和年号。当国家标准重版时，在国家标准封面上、国家标准编号
下写明"××××年确认有效"字样。

– 需作修改的国家标准作为修订项目，列入计划。修订的国家标准顺
序号不变，把年号改为修订的年号。

■ 修改（技术勘误表或修改单）

■ 修订（提交一个新工作项目建议，列入工作计划）

– 已无存在必要的国家标准，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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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02 标准编制依据和规则



（一）标准化法律法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实施条例》、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强制性国家标

准管理办法》、《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地方标准管理办

法》、《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 》等

（二）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等

2.1 标准化工作依据



（三）标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则系列基础国
家标准

➢ GB/T 1  标准化工作导则

– GB/T 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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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标准化工作指南

–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
通用术语

– GB/T 20000.2—2009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

– GB/T 20000.3—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3部分：引用文件

– GB/T 20000.4—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
容

– GB/T 20000.5—200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5部分：产品标准中涉及环境
的内容

– GB/T 20000.6—2006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6部分：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

– GB/T 20000.7—2006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7部分：管理体系标准的论证
和制定



➢ GB/T 20001  标准编写规则

– GB/T 20001.1—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

– GB/T 20001.2—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2部分：符号标准

– GB/T 20001.3—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3部分：分类标准

– GB/T 20001.4—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 GB/T 20001.5—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

– GB/T 20001.6—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6部分：规程标准

– GB/T 20001.7—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7部分：指南标准

➢ GB/T 20002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 GB/T 20002.1—2008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1部分：儿童安全

– GB/T 20002.2—2008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2部分：老年人和残疾人
的需求GB/T 20002.3—2014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3部分：产品标准
中涉及环境的内容

– GB/T 20002.4—2015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
的内容

。



（一）层次

按照文件内容的从属关系，可以将文件划分为若干层次。

名 称 编号示例

部分 xxxx.1

章 5

条 5.1

条 5.1.1

段 [无编号]

列项 列项符号：“─”和“·”

列项编号a)、b) 和1)、2)

2.2 标准结构和层次(GB/T 1.1—2020 )



（二）要素

➢ 按照功能，可以将文件内容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功能单元——要

素。从不同维度，可以将要素分为不同的类别：

➢ 据要素所起的作用，可分为：

– 规范性要素： 声明符合标准而需要遵守的条款的要素 。

– 资料性要素： 标示标准、介绍标准，提供标准附加信息的要
素 。

➢ 按照要素存在状态，可分为：

– 必备要素：在标准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标准中的必备要素有：

封面、前言、名称、范围。

– 可选要素：在标准中存在与否取决于特定标准的具体需求的要

素。标准中除了“封面、前言、名称、范围”这四个要素之外，
其他要素都是可选要素。



（三）要素的构成和表述
要素 要素的类别 要素的构成 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

备选或可选 规范性或
资料性

封面 必备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标明文件信息

目次 可选 列表（自动生成的内容）

前言 必备 条文、注、脚注、指明附录

引言 可选 条文、图、表、数学公式、
注、脚注、指明附录

范围 必备 规范性 条款、附加信息 条文、表、注、脚注

规范性引用文件a 必备/可选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清单、注、脚注

术语和定义a 必备/可选 规范性 条款、附加信息 条文、图、数学公式、示例、
注、引用、提示

符号和缩略图 可选 规范性 条款、附加信息 条文、图、表、数学公式、
示例、注、脚注、引用、提

示、指明附录
分类和编码/系统构成 可选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可选

核心技术要素 必备

其他技术要素 可选

参考文献 可选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清单、脚注

索引 可选 列表（自动生成的内容）

a 章编号和标题的设置是必备的，要素内容的有无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Part
章节 03 标准编制常见问题



➢ 标准缺乏预研究，标准与实际需求脱节；没有可转化、可推广

的先进或成熟的技术成果；标准缺乏系统性；

➢ 重复交叉立项；

➢ 零散立项。

3.1 标准立项方面问题



➢ 指导性差。部分缺乏先进科学技术研究和成功/成熟的技术模式等

支撑，技术指标、方法、流程滞后生态建设和生产要求；

➢ 实用性差。编写深度不够，定量指标没有或过于宽泛，缺乏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僵尸标准）；

➢ 覆盖面窄。国家或区域标准，实验或调查点少，没有考虑标准使

用区域的所有状况、工艺、技术；

➢ 强制性弱化。强制性条款没有单列，不便于强制实施；

3.2 标准内容方面问题



➢ 对国际标准研究、跟踪、评估和转化不够；

➢ 标准走出去水土不服。

3.3 标准国际化方面问题



（一）标准名称与立项时不一致

原则上标准名称在立项计划下达后是不应更改的，如特殊情况必须做

修改时，需要写修改名称的说明。

（二）报批材料不全

常见问题为报批材料份数不够、会议纪要无签到表、无标准送审稿。

（三）编制说明不符合要求

编制说明不规范，例如部分林业标准编制说明没有按照“林业标

准化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条中规定的要求撰写。

3.4 标准材料格式问题



（四）修订标准只写修订的部分，其他部分省略
如果修订的标准是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章节，其他内容不更改，

则应在补全上一版的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章节，不应省略原有内容。

（五）不按标准格式编写
没有使用标准编写模板编辑标准文本，以致文本中字体、行间距、符号

段落等格式不符合要求。

（六）前言不规范
常见前言格式混乱，无规则性，不是前言中的内容写在了前言里。



（七）规范性引用文件问题
容易与参考文献混淆，引用文件中只列出正文明确提及的标准编号及名称，

正文中没有提到的参考使用的标准或文件不用列出，可列入参考文献,放在标

准文本最后。

排列顺序混乱。



（八）悬置段问题
上一级标题及下一级标题之间的独立段落叫做悬置段，为避免引用条款时

产生歧义，一般不允许出现悬置段。

（九）标题及引导语问题

➢ 同级有无标题应一致

同级如果一条有标题，则都应有标题（或一条无标题则都无标题）。

➢ 标题和引导语混淆

标题为章、条的题目，黑体字，单独成行，没有标点符号，标题下面必须

有内容,但不能直接跟着列项内容。

引导语是引出列项的语句，宋体字，一般以冒号结尾，引导语下面紧跟列

项内容。

1、标题下不能直接写列项内容。

2、标题下没有内容。



（十）表格不规范
常见问题：

—— 表格无表题或无引导语；

—— 单位写法不规范；

—— 表注与脚注位置放错。

严格按照GB/T 1.1-2020的要求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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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04 标准编制注意事项



4.1 标准选题有意义

标准立项（如何选题？）

➢ 综合性：标准涉及的范围、领域或内容应该宽泛，不要过于狭窄，

不应局限在一个小的区域；

➢ 基础性：有研发基础；有相对成熟的实验、试验过程；有典型、

代表性区域的推广实践；有广泛的调查研究；

➢ 特殊性：与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比较，主要环节的措施、模式或

技术要求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具有特殊要求；

➢ 先进性：提出的技术、方法、指标或模式等方面，应技术先进，

或者具有节约、高效、易于推广应用等特征。



如何组织标准编写？

➢ 组建编写团队

– 专业（技术、标准、应用）

– 广泛（多单位联合、区域代表性）

➢ 制定工作方案

➢ 编制标准编写大纲

➢ 标准相关性研究

– 与相关标准边界

– 与强制性标准的边界

– 与同类型标准的比较分析

4.2 组织工作规范化



标准编写的三个重要环节？

➢ 前期调查研究（预研、起草）

典型调查、广泛调研、资料查询 提炼共性要求

➢ 征求意见

不同层次征求意见，逐条意见处理，未采纳意见的理由

➢ 审核定稿

审核人员代表性（应用方），指标合理性、措施可操作性（验证）



如何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

➢ 标准的适用范围非常重要（必备要素）

– 任何标准不可能在任何专业领域都适用，只可能在界定范围、特
定领域适用

– 标准中的所有规范性要素都只能在指定的范围内起作用，超出所
界定的范围就不适用

➢ 准确界定标准的范围

–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有什么”，最少覆盖标准名称表达的内容

– 本标准“干什么用”，明确适用性或适用领域、区域

– 例如，GB/T 20238－2018《木质地板铺装、验收和使用规范》适
用于室内用木质地板铺装、验收和使用。

4.3 明确标准适用范围



如何体现标准的完整性？

以GB/T 20238－2018《木质地板铺装、验收和使用规范》标准为例（必写内容），

标准内容需要规范铺装、验收和使用的整个工作周期：

➢ 1 范围；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3 术语和定义；

➢ 4 分类；

➢ 5 木龙骨法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包括铺装规范、主要原辅材料质量要求、铺装
技术要求、铺装质量要求、竣工验收规范等） ；

➢ 6 悬浮法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

➢ 7 直接胶粘法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

➢ 8 辐射供暖地面木质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

➢ 9 木质地板使用规范；

➢ 10 木质地板保修期内质量要求。

4.4 体现标准完整性



如何体现标准的独特性？

➢ 5 木龙骨法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

– 适用于实木地板、实木集成地板、重组木地板、竹地板、仿古实
木地板和仿古竹地板的铺装和竣工验收。

➢ 6 悬浮法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

– 适用于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软木复合地板、仿
古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仿古实木复合地板的铺装和竣工验收。

➢ 7 直接胶粘法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

– 适用于软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软木复合地板、仿古实木复合
地板的铺装和竣工验收。

➢ 8 辐射供暖地面木质地板铺装、竣工验收要求；

– 适用于地采暖用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
地采暖用实木地板的悬浮法铺装和竣工验收，地采暖用浸渍纸层
压木质地板、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软木地板的直接胶粘法铺
装和竣工验收。

4.5 体现标准独特性



4.6 体现标准可操作性

如何体现标准的可操作性？

➢ 定量描述：优先用定量的方法表达技术内容，应使用明确的数值，如

最大值、最小值

➢ 技术措施：以科学、技术或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 淘汰落后技术，倡导先进技术

– 适当考虑不同层次、群体的需求，应有多项选择（地方特有模式）

➢ 技术指标：以实验、研究成果作为依据

– 制定或修订指标数据时，采用多家生产企业、质检机构的实验数据
作为基础，进行大量的试验验证试验，不应纯粹依据实验室、局部
实验结果

➢ 编写形式：用好表格、图形、资料性附录

➢ 文字表述：明确无歧义，能容易被使用者所理解



区隔规范性要素与资料性要素

➢ 规范性要素：使用者一旦采用该标准就必须遵守的要求

– 一般要素：名称、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 技术要素：术语、定义、符号、缩略语、要求、…规范性附录等

➢ 资料性要素：标识、介绍标准，以及辅助性信息

– 概述要素：标准的封面、目次、前言、引言等

– 补充要素：资料性附录、参考文献、索引等

4.7 其他注意事项



区隔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要求

➢ 有关行政管理要求一般不写入标准

– 从业资质、单位资质要求

– 有关行政许可的程序及审查要求等

➢ 许多标准避免不了管理条款

– 管理标准，如工程管理、质量管理

– 服务标准，如从业资质等

➢ 如何处理管理要求

– 只针对管理程序等提出技术要求



下列内容不应在标准中出现

➢ 损害人身健康或生命、财产安全的，如高毒性农药；

➢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 干扰市场、妨碍公平竞争的；

➢ 行业壁垒、技术壁垒、地区封锁的，如从业资质、证书等。



感谢聆听！

欢迎指正！

林草标准质量微信公众号

免
费
查
阅
下
载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国
家
标
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