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分类 

 

国家标准分类按照标准化对象，通常把标准分为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三大类。 

一、 基础分类 

技术标准——对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

定的标准。包括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工艺标准、检测试验方法

标准，及安全、卫生、环保标准等。 

管理标准——对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管理事项所制

定的标准。 

工作标准——对工作的责任、权利、范围、质量要求、程序、

效果、检查方法、考核办法所制定的标准。 

二、 标准的分级 

按照标准的适用范围，我国的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个级别。 

（1）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家质量技术

监督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属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管理）指定（编制计划、组织起草、统一审批、编号、



发布）。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其他各级别标准不得与国

家标准相抵触。 

（2）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如化工行业

标准（代号为 HG）、石油化工行业标准（代号为 SH）由国家石油

和化学工业局制定，建材行业标准（代号为 JC）由国家建筑材料

工业局制定。行业标准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适用。 

（3）地方标准是指在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需要统

一的标准。《标准化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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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编号由地方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和

发布年号组成。根据《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地方标准代

号由汉语拼音字母“DB”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

前两位数字再加斜线，组成强制性地方标准代号。如 DB/T XXX（顺

年号）——XX（年号）或 DB XXX（顺年号）——XX（年号）。 

（4）企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产品，

企业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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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准在该企业内部适

用。此外，围绕当前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国标委目前还正在酝酿开展联盟标准试点工



作。将通过试点的方式，支持有条件的国家级试点联盟，探索开

展联盟标准化与当前标准体系并存互相补充的标准管理方式。 

三、 标准分类 

技术标准的种类分为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方法标准、安全

卫生与环境保护标准等四类。 

(1)基础标准 

基础标准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其他标准的基础并具有广泛

指导意义的标准。包括:标准化工作导则，如 GB-T20001.4-2001

《标准编写规则》;通用技术语言标准;量和单位标准;数值与数据

标准，如 GB/T 8170-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

定》等。 

(2)产品标准 

产品标准是指对产品结构、规格、质量和检验方法所做的技

术规定。 

(3)方法标准 

方法标准是指产品性能、质量方面的检测、试验方法为对象

而制定的标准。其内容包括检测或试验的类别、检测规则、抽样、

取样测定、操作、精度要求等方面的规定，还包括所用仪器、设

备、检测和试验条件、方法，步骤、数据分析、结果计算、评定、

合格标准、复验规则等。 

(4)安全、卫生与环境保护标准 



这类标准是以保护人和物的安全、保护人类的健康、保护环

境为目的而制定的标准。这类标准一般都要强制贯彻执行的。 

四、 标准的层次 

国家标准代号：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国家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 GB/Z 

国军标代号:GJB 

例如：GJB/Z 9001-2001 (国防科工委发布) 

GJB 9001-2001 (总装备部发布) 

标准名称的构成 

标准名称由几个尽可能短的独立要素，即引导要素、主体要

素和补充要素等三个要素构成。 

引导要素(肩标题):表示标准隶属的专业技术领域或类别，即

标准化对象所属的技术领域范围。 

主体要素(主标题):表示在特定的专业技术领域内所讨论的

主题，即标准化的对象。 

补充要素(副标题):表示标准化对象具体的技术特征。 

构成标准名称的三要素，是按从一般到具体(或者说是从宏观

到微观)排列的。各要素间既相互独立和补充，而内容又不重复和

交叉。例如: 



GB/T 17451-1998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视图 

其中“GB/T 17451”为标准代号，“技术制图”为引导要素(肩

标题)，“图样画法”为主体要素(主标题)，“视图”为补充要素

(副标题)。 

每个标准必须有主体要素，即标准的主标题不能省略。如果

主标题和副标题一起使用便可清楚、明确地表达标准的主题时，

可省略肩标题。例如: 

GB/T 2900.18-1992 电工名词术语 低压电气 

在系列标准中，每个分标准的名称中均包括副标题。例如: 

GB/T 4459.6-1996 机械制图 动密封圈表示法 

GB/T 4459.7-1998 机械制图 滚动轴承表示法 

如果主标题包括了主题的全部技术特征，则副标题也可省略。

如: 

GB/T 3374-1992 齿轮基本术语 

五、 基本概念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

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

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标准化——是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

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

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活动。 



制定标准——是指标准制定部门对需要制定标准的项目，编

制计划, 组织草拟、审批、编号、发布的活动。它是标准化工作

任务之一,也是标准化活动的起点。 

标准备案——是指一项标准在其发布后，负责制定标准的部

门或单位，将该项标准文本及有关材料，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存案以备查考的活动。 

标准复审——是指对使用一定时期后的标准，由其制定部门

根据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标准的技术内容

和指标水平所进行的重新审核，以确认标准有效性的活动。 

标准的实施——是指有组织、有计划、有措施地贯彻执行标

准的活动，是标准制定部门、使用部门或企业将标准规定的内容

贯彻到生产、流通、使用等领域中去的过程。它是标准化工作的

任务之一，也是标准化工作的目的。 

标准实施监督——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标准贯彻执行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处理的活动。它是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和管理标准化活动的重要手段，也是标准

化工作任务之一，其目的是促进标准的贯彻，监督标准贯彻执行

的效果，考核标准的先进性和合理性，通过标准实施的监督，随

时发现标准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修订标准提供依据。 

标准体制——是与实现某一特定的标准化目的有关的标准，

按其内在联系，根据一些要求所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它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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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分级和标准属性的总体，反映了标准之间相互连接、相互

依存、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 

标准化法律——从严格意义上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标准化法律是指调整涉及有关标准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标准化法》以及与之相配套 

的各项法规和规章;狭义的标准化法律，即是指 1988年 12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它是我

国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根本法。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种重

要组织形式，它是一定专业领域内从事全国性标准化工作的技术

工作组织。 

国家标准——是指对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需要在

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

内适用，其他各级标准不得与之相抵触。国家标准是四级标准体

系中的主体。 

行业标准——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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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定的标准。行业标准是对国家标准

的补充，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不得与

国家标准相抵触，国家标准公布实施后，相应的行业标准即行废

止。 

地方标准——是指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所制

https://baike.so.com/doc/240840-2548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0840-254817.html


定的标准，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适用，不得与国家标准和标

业标准相抵触。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公布实施后，相应的地方标

准即行废止。 

企业标准——是指企业所制定的产品标准和在企业内需要协

调、统一的技术要求和管理、工作要求所制定的标准。企业标准

是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据。 

强制性标准——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对于一些标

准所规定的技术内容和要求必须执行，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或方式

加以违反、变更，这样的标准称之为强制性标准，包括强制性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对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国家将依

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推荐性标准——是指国家鼓励自愿采用的具有指导作用而又

不宜强制执行的标准，即标准所规定的技术内容和要求具有普遍

的指导作用，允许使用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加以选用。 

指导性技术文件——是为仍处于技术发展过程中(如变化快

的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提供指南或信息，供科研、设计、生产、

使用和管理等有关人员参考使用而制定的标准文件。 

国际标准——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所制定的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列入《国际标准题内关

键词索引》中的 27 个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公认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某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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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先进标准——是指国际上有影响的区域标准，世界主要

经济发达国家制定的国家标准和其他国家某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国家标准，国际上通行的团体标准以及先进的企业标准。 

采用国际标准——包括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是指把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内容，通过分析研究，不同程度地纳入我国的

各级标准中，并贯彻实施以取得最佳效果的活动。 

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是采用国际标准的基本方法之一。它

是指我国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国际标准完全相同，编写上不作或

稍作编辑性修改，可用图示符号“≡”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t或 IDT。 

等效采用国际标准——是采用国际标准的基本方法之一。它

是指我国标准在技术内容上基本与国际标准相同，仅有小的差异，

在编写上则不完全相同于国际标准的方法，可以用图示符号"="表

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eqv或 EQV。 

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是采用国际标准的基本方法之一，

它是指我国标准在技术内容的规定上，与国际标准有重大差异。

可以用图示符号“≠”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neq或 NEQ。 

图形标志——是指用于表达特定信息的一种标志。它由标志

用图形符号、颜色、几何形状(或边框)等元素的固定组合所形成

的标志。它与其他标志的主要区别是组成标志的主要元素是标志

用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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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标志——是强制人们必须做出某种行为或动作的图形标

志。 

六、 标准的性质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强

制性标准，其代号为“GB” (“国标”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另一类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代号为“GB/T”(“T”为“推”的

汉语拼音 tui的第一个字母)。对于强制性标准，国家要求“必须

执行”；对于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