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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费品“小产品、大集成”，是反映国家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形载体，是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消费品工业市场化起步早，长期以来发挥着拉动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的

主力军作用。消费品标准化与产业实践相互协调、相互适应，走过从无到有、从有到快、从快到好的 3 个历

史阶段，有效规范、促进和引领了产业发展。当前，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消费品标准化发展呈现“更安全、

更透明、更环保、更健康”的变化。同时，我国消费品工业进入增速放缓、内需疲软、出口形势严峻复杂

的新常态，市场发展和产业实践对消费品标准化提出“创新、健康、生态、文化、服务”等 5 个方面的新要

求。文章在总结消费品标准化事业的历史经验、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新发展阶段消费品市场表

现与产业实践需要，提出新时期消费品标准化领域的“七个转型”，以期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构建与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相适应的消费品标准化政策体系，提供借鉴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消费品，标准化，政策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131001

中国已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各领域共同的奋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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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消费品涉及人民群众日常“吃穿住用行”等方方

面面，是人民群众感受高质量发展优势、享受高质

量发展成果的直接窗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生产方面，2020 年全国消费品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14.36 万个，占全国工业企业数量的 37.6%；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 24.02 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的 22.6%。消费方面，2021 年前三季度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31.81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4%，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4.8%[1]。出口方面，2020 年全

国轻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出口交货值 2.5 万亿元人民

币，占全国出口交货值的 20.3%。当前，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需要把准消费品这个关键“撬点”，发挥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

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消费品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高质量标准和标

准化的支撑。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

撑，具有基础性、规制性、引领性、战略性作用。中

国消费品事业发展历程充分表明，标准化工作与产业

发展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在支撑产业发展、便利经

贸往来、提升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维护

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提出，完善扩大内需方面的标准，不断提

升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水平，全面促进消费是国家标准

化事业中长期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十四五”起步阶

段，做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消费品标准化战略转

型设计，既是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必

然要求，又是加快构建高水平供需平衡的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消费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1 新中国消费品标准化事业发展历程

新中国消费品标准化起步较晚，一度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后，对标欧美等标准化先发国家奋起直追，

在经历快速发展期后，消费品标准化工作逐步迈入适

应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质量提升、消费者需求的自

主创新阶段。

1.1 从无到有阶段（1949—1978 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

探索，经济政策“左”右摇摆，与人民密切相关的日

用消费品从供给不足到基本保障生活需要。消费品标

准化工作在这一阶段也经历了“两起两落”、曲折前

行。“一起”（1949—1957 年）的起步阶段，主要借

鉴苏联模式。《政务院关于 1951 年国营工业生产建

设的决定》提出“打破旧的生产标准，提高质量，扩

大品种”的重要任务。国家技术委员会标准局成立，

按行业设立轻工、纺织等国家标准审核委员会。“一

落”（1958—1960 年）是指“大跃进”时期，标准

化工作停滞不前，标准制定和执行都受到严重影响。

“再起”（1961—1965 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62 年

国务院印发我国第一个标准化法规《工农业产品和工

程建筑技术标准暂行管理办法》。同年，《国务院关

于重工业部门支援轻工市场问题的指示》要求“改善

市场商品供应，增加日用品的生产，适当满足城乡人

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强调“必须保证质量，凡过去

规定有质量标准的，应按照标准生产和检验”。“再

落”（1966—1976 年）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标

准被扣上了“洋框框”“死教条”等帽子，相关工作

再度陷入停滞。

这一阶段，消费品标准化组织管理实质上分散在

轻工、纺织部门。原纺织工业部明确上海、西安、苏

州等地的 6 个单位为全国纺织标准化核心机构；在此

期间制定了棉纱、棉布、印染布标准和纺织机械暂行

技术规格等 100 余项标准。与此同时，轻工业领域发

布了乳和乳制品、蛋制品、食盐、罐头等部颁产品标

准 170 余项[2]，设立了造纸、乐器、灯具、洗涤用品、

皮革制鞋等 13 个轻工业标准化专业技术归口单位。这

一时期，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标准化工作

强调全国通用、统一简化。生产企业必须“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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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国家标准、部标准”，对于“原料、材料的验

收、半成品的检查、成品的检验都必须按照技术标准

进行”。标准作为生产实践和产品质量的刚性约束，

通过统一质量、统一规格、实现产品系列化、提高零

部件通用性，有力促进了我国现代消费品工业体系从

无到有、从小手工到大生产、从小作坊到横纵联合的

大规模产业系统的发展。

1.2 从有到快阶段（1979—2011 年）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轻工业和纺织工业是率

先改革，计划经济调整为市场经济最快、最彻底的行

业，也是“以市场换技术”最见成效的行业。我国结

束了消费品匮乏的紧张状态，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

工厂”和制造大国。与此同时，消费品标准化也实现

了深入改革、不断开放的“三次提升”。

“第一次提升”（1979—1989 年）：基础能力提

升。为顺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阶

段我国标准化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革。从 1979 年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到 1988 年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属性从原来的

强制性，转变为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并存；标准

层级从原来的“国家标准、部标准、企业标准”3 级

放开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

准”4 个层级；标准从单一的规范生产、保障质量的

规制作用，转变为兼具引领发展、鼓励创新的引导作

用。这一阶段，我国开始走“引进、消化、吸收、创

新”的技术发展路线，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众多消

费品生产线、关键设备、主要零部件和先进技术被引

入国内。与此同时，消费品标准化技术机构快速发

展，先后成立了家用电器、造纸等 14 个全国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为加快

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能力。“七五”计划提出“以

出口创汇为突破口”，振兴轻工、纺织行业的战略要

求；因此，消费品领域开始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极大

促进了消费品生产的提质增速。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

指出的，“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扭转了过去那种

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

“第二次提升”（1990—2000 年）：采标水平

的提升。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我国消费

品工业进一步深化改革，从以市场调节为主走向完全

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首当其冲推动“两头在外、大进

大出”的外向型产业格局。2000 年，轻工纺织产品

出口总额达到 1 080 亿美元。相应地，消费品领域采

用国际标准步伐加快。截至 2000 年，消费品领域技

术委员会数量增至 25 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计

约 3 500 项，轻工业、纺织工业采标率分别达到 69%、

80%，初步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配套性较强的

消费品标准体系。

“第三次提升”（2001—2011 年）：自主创制标

准能力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TO），我国消费品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

额进一步上升，发展出“世界工厂”的新局面[3]。同

时，主要贸易国和地区以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

程序保护本国市场，炒作中国出口食品、玩具、服装

等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为适应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需

要，我国主动对接国际国外标准要求，加快制定“集

成式”的产品标准。截至 2011 年，消费品领域技术委

员会数量增至 61 个，制定了 GB 6675—2003《国家玩

具安全技术规范》、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

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等一批兜底线、保安全、与国际

基本接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力提升了消费品质量

安全水平。

1.3 从快到好阶段（2012 年至今）
2015 年，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

案》，进一步改革标准化工作体制，增加了团体标

准这一层级，将企业标准备案制度改革为企业标准自

我声明公开制度，着力发挥标准化工作中市场主体活

力。这一时期，我国世界领先的消费品制造能力，与

大量涌现的海淘、代购、消费外流现象间呈现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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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需错配。为此，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消

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

2017 年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的指导意见》，集中对消费品标准化发展作出部

署。

这一阶段，我国消费品标准化发展在  4 个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① 标准供给能力持续增强。技术

委员会增至 68 个；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已制定

国家标准近  5 241 项（其中食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

准 1 383 项），行业标准 5 263 项，已构成门类相对

齐备、结构相对合理的国家消费品标准体系。相关

社会团体发布近 1 900 项消费品团体标准；超过 12 万

项企业标准进行自我声明公开。②  标准技术水平

显著提升。重点领域的主要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

一致性程度从  2016 年的  81.45% 上升到  2020 年底

的 95.52%，已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③ 自主创制标

准步伐加快。消费品标准化发展主动呼应消费者需

求，更加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自主创制领

先于国际的、满足我国消费者需要的标准，以先进标

准引领消费品行业质量提升。例如，针对雾霾问题，

及时出台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GB/T 18801—2015

《空气净化器》。针对疫情防控需要，抓紧制定全球

首个 GB/T 38880—2020《儿童口罩技术规范》。围

绕绿色消费、个性消费和智能产品等新兴消费热点，

加快出台了一批绿色产品评价、个性定制、智能产品

相关国家标准。同时，针对消费体验的标准化需求，

推进家具售后服务、基于消费者体验的纺织品通用

要求、面向老年人的家用电器设计等标准研制等。

④ 主动与国际标准体系对接，并作出中国贡献。截

至 2020 年底，我国在消费品领域承担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标准技

术组织秘书处  33 个，担任主要职务  37 个；累计推

动制定国际标准  99 项，发布消费品国家标准外文

版 124 项。在家电、家具、玩具、鞋类产品、纺织服

装等多个领域，主动贡献中国产业经验、技术数据和

标准方案，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标准体系的紧密衔接。

例如，2015 年 GB/T 18801—2015《空气净化器》国

家标准修订发布后，IEC 以我国标准为基础，陆续制

定了空气净化器 IEC 系列国际标准。

1.4 我国消费品标准化发展历程分析
标准化活动发轫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由此形成

的市场经济行为。在产业链上，原材料、零部件等上

游生产“要素”能够顺利投入下游生产，需要通过生

产资料标准化实现；家用电器、服装鞋帽等制成“产

品”能够顺利进入市场并作为“商品”被消费，需要

符合消费资料标准化要求。这是传统标准化工作集中

解决的 2 个问题，可以理解为“生产型”标准和“贸

易型”标准。

近 10 年来，持续演进的消费外流现象直接反映

出我国消费品的供需错配问题。这一错配可以分解

为 2 个方面：① 达标的“合格产品”在市场上并不

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合格商品”，因此出现了电饭

锅、电子坐便器“海淘”热；② 消费者购买“合格

商品”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消费体验不好，认为其

并不是“合格用品”——服装起球、褪色、缩水，

LED 照明灯具蓝光频闪，以及智能扫地机器人“不智

能”等问题只有买到手、使用上才能发现，检测难、

售后难、维权难等问题更加影响消费体验。为解决

这 2 个方面的供需错配，推动我国消费品从“合格产

品”到“合格商品”，再到“合格用品”的转变，产

生了以消费者实际使用需要评价和规范产品适用性的

“消费型”标准。

我国消费品标准化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快、

从快到好的发展历程，实质是标准本身从“生产

型”“贸易型”向“消费型”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回

顾我国消费品标准化发展历程获得的宝贵经验，是更

好满足我国消费者需求、更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的主动探索，是跳出国外传统标准化思维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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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也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消费品标准从

好到强提供了可行路径。

2 国际消费品标准化领域的新趋势

坚持实事求是，汲取历史经验，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中国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欧美等发达

国家的标准化工作起步早，是消费品领域国际主流标

准的发源地；其多采用“技术法规+协调标准”的方

式，成体系地构建本国消费品质量安全准入门槛，保

护本国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通过分析近年来我国出口

消费品通报案例，以及研究国外消费品相关 WTO 贸

易技术壁垒（WTO/TBT）通报，可以发现欧美发达国

家和地区为更好地保护本国消费者健康安全，规范本

国市场秩序，进一步提高了对消费品标准的要求，呈

现“更安全、更透明、更生态、更健康”的新趋势。

（1）更安全——欧美标准更加重视消费品化

学、机械物理等安全要求。例如，在化学安全方

面，近年来，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

限制》（R E A C H  指令）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高

度关注物质（S V H C）清单每半年更新  1  次；截

至 2021 年 7 月 8 日，已发布第 25 批 SVHC 清单，共

计 219 项。针对儿童安全的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更是欧

美国家标准关注的重中之重。在玩具领域，邻苯二甲

酸盐、短链氯化石蜡等物质含量不合规是我国产品出

口欧盟最常见通报类型。在纺织品领域，产品化学安

全在近 10 年 WTO/TBT 评议中位列第二。在机械物理

安全方面，玩具含有小零件或小部件、玩具动能和音

量过高等，儿童衣服或鞋子小饰品存在窒息风险、儿

童服装绳带过长等，以及家用电器绝缘性能不佳、短

路、过热等，都是常见的通报类型。

（2）更透明——欧美标准更加关注消费者知情

权，强调消费品标签标识要求。多数消费类产品，消

费者无法快速、直接地判断产品质量水平，需要企业

主动承诺产品核心质量信息。例如，由于消费者仅凭

手感和外观很难辨别纺织服装产品的成分，欧美很多

发达国家制定技术法规，要求在纺织服装产品上必须

贴上成分标签——成分标签是近 10 年 WTO/TBT 评议

最为集中的问题。

（3）更生态——欧美标准更加强化产品能效要

求和环保要求。发达国家对产品的绿色环保要求进

一步增强，已经从终端制成品扩展到原材料、生产工

艺等生产体系各方面。在环保方面，部分国家在相关

法规中增加了对产品充注制冷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排放的要求，这是欧盟近年来增加最快的通

报类型。在低碳方面，部分国家通过增加产品品类、

提高能效要求、调整测试方法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

能效法规强制性管理要求。特别是，英国、德国等国

家各自制定了碳标签相关法规和标准，正在构建隐形

的绿色贸易壁垒[4]。

（4）更健康——欧美标准更加注重健康与安全

防护相关产品标准化。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健康已经

成为全球共同课题。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加速

了欧美国家对此的关注。据统计，2020 年我国出口口

罩 2 242 亿只，相当于全球每人 40 只；防护服 23.1 亿

件，护目镜 2.89 亿副，外科手套 29.2 亿双①。2016—

2020 年，32 个 WTO 成员发布了 347 项 WTO/TBT 通

报 [5]；其中，在纺织品领域，健康和安全相关产品比

重快速上升，防护用、卫生用、医用、过滤用等产业

用纺织品备受关注。

对比欧美国家消费品领域“法规+标准”的管理模

式，我国消费品标准化工作存在整体性不强、效率不

高 2 个方面突出问题：① 传统以行业领域为主体分头

开展标准体系建设的方式，没有形成覆盖消费品全域

的质量安全要求，导致材料、工艺、用途等多维度构

①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4744/wz44746/Document/1696882/16968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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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标准体系颗粒度小、适用面窄。② 以现行标准制

修订程序难以跟上欧美发达国家法规及协调标准更新

速度，导致呼应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的相关标准难以及时、有效供给。

3 新发展阶段对消费品标准化领域的新要求

进入新时代，消费品工业仍然是我国生产、出

口、消费“三驾马车”的重要支柱，但同时也面临增

速放缓、消费疲软、出口减速三重压力。总体上，

2010 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 10 年增速

逐渐放缓，多数消费品领域已经进入存量市场阶段，

部分领域甚至存在过饱和现象。例如，2019 年我国

城市每百户保有空调 148 台[6]，一户多机现象普遍存

在；2020 年我国服装总产量约 712 亿件，其中国内销

售约 427 亿件，人均约 30 件。但与此同时，高端消费

市场需求旺盛。2018 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

费额达到 7 700 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

的 1/3；消费奢侈品的家庭平均每户支出近 8 万元人民

币购买奢侈品。到 2025 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有望

增至 1.2 万亿元人民币。2012—2018 年，全球奢侈品

市场超过一半的增幅来自中国，预计至 2025 年这个比

例将达到 65%[7]。同时，我国城乡差异，东中西经济

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居民在收入水平、年龄结构、

教育结构、家庭资产结构等方面差异很大，由此造成

消费水平、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消费分层趋势明显[8]。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畅

通国内大循环，关键要认识和把握国内消费品市场发

展的新趋势、新要求，向人民、向市场寻找标准化工

作新的落脚点和发力点。

我国消费品领域为促进存量市场升级换代、激发

增量市场生机活力、呼应消费需要多样分层，对消费

品标准化提出“创新、健康、生态、文化、服务”的

新要求。

（1）更创新的标准——创新标准支撑下传统领域

“再制造”、新兴领域“新动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组成。一方面，产业通过优化工业设计、改善选材

用材、提升产品性能、强化功能集成等改进性创新，

实现传统产品“再制造”，促进存量市场更新换代。

另一方面，新设计、新结构、新品类等颠覆性创新，

更易于激发消费活力，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催生增

量市场。例如，扫地机器人颠覆了传统吸尘器和手持

推杆式吸尘器，市场增长率达到手持式产品的 2 倍以

上。

（2）更健康的标准——健康、卫生、适老、宜

小成为消费者普遍关切。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加之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居民日益关注消费品的健康、

卫生属性。老龄化、少子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发展的

必然趋势，涉及“一老一小”的特殊消费品市场发展

迅猛。例如，全民健身运动热潮直接带动了运动类服

装、功能性服装的需求，运动服饰市场已经从 2015 年

的 1 669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 2020 年的 3 150 亿元人民

币；参照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人均水平，我

国国内市场仍存在巨大增长空间。又如，家电抗菌除

菌性能成为消费者关注重点，具有杀菌功能的洗衣机

零售额占线下市场 48%；1 kg 机型的“一人洗”产品

大量涌现，以呼应女性、儿童特殊健康卫生需求。

（3）更生态的标准——安全无害、绿色低碳的

消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深

入，消费者对于低碳减碳、节能节水、安全无害、资

源循环利用的环境友好型产品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偏

好。例如，家用电器能效水平不断迭代升级，随着 GB 

21455—2019《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定频空调多数退出国

内市场。

（4）更多文化属性的标准——文化自信、个性

品味成为新生代消费热点。我国消费者文化自信日益

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著增强。国

潮产品涌动，市场增长迅猛。2021 年国潮服饰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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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6 年提升 56%②。据统计，消费者购买汉服的原

因中，40% 是文化偏好。“80后”“90后”乃至“00

后”群体日益成为消费主体力量。这一群体较少经历

物质匮乏时代，追求数量的补偿性消费需求少，追求

品味、品质、文化等因素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多，由此

催生了多样化的消费圈层。

（5）更好服务的标准——“前市场”和“后

市场”延伸出巨大消费空间。① 大数据、“互联网

+”、智能制造等技术催生了定制经济和服务型制

造。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制成品，而热衷在“前市场”

环节直接参与产品设计，以需定产、按需制造的定制

市场快速发展。② 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和高端奢侈品在

购买后，派生出安装维修、清洗保养等“后市场”服

务需求，产业链向后延伸、市场规模巨大。据统计，

我国家电售后服务市场 2015 年已经达到 2 905 亿元人

民币。这些“后市场”的发展仍然“大”而“乱”，

亟待通过标准化手段规范引领。③ 消费渠道日益多样

化，伴随而来的直播带货、电商、微商等各类服务平

台“货不对板”、质量问题频见屡发，一定程度上成

为损害消费信心的“痛点”。保障消费信息、促进各

类线上消费健康发展，需要满足消费者对掌握产品关

键质量信息的切实要求，规范质量等级、标签标识等

产品质量信息直观、简洁的传递形式，促进市场公平

竞争、支撑市场监管、便利消费维权。

4 新发展阶段消费品标准化领域需要实现
“七个转型”

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2016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 39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

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

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消费品领域需要结合新阶

段、新特征、新任务，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消费

品标准化发展为主线，借鉴历史经验，参考国际做

法，准确回应消费品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新要

求，通过实现的“七个转型”，推动我国消费品标准

化发展“从好到强”。

（1）从被动安全向主动安全转型。当前，应着力

发展强制性标准关键“保安全”的作用，将强制性标

准逐步建设成为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等的

事实上的技术法规。从短期看，要建立强制性标准动

态修改机制，逐步推动我国强制性标准与国外“技术

法规+协调标准”接轨，提高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的

技术要求，消除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产业的不利影响。

从长期看，在构建新的更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过程中，

要转变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师人之长的被动做

法，探索建立以我为主、自主创制的主动型强制性标

准体系及认证监管制度，推己之长，逐步打破发达国

家主导国际贸易秩序的局面。从实现路径看，要逐步

推动我国强制性标准体系从产品安全维度向通用安全

维度转变，即从制定服装、家电、玩具、家具等产品

安全标准，向消费品化学安全、机械物理安全、电气

安全、微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通用安全标准转变。

（2）从“生产型”“贸易型”向“消费型”转

型。要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新阶段消费品标准，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使其有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重点针对从

“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用品”的 2 次

跳跃，解决消费者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不足的问题，

以及解决企业有效传递质量信息的问题。关键要运用

标准化手段，规范线上、线下各类渠道消费品质量信

息明示要求，确保明示信息的规范性、直观性和可验

证性。规范性，主要针对同类产品明示质量信息的可

② 任泽平 . 2021 中国新国潮报告 . (2021-11-24)[2022-04-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26404651172352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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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问题，统一企业承诺产品质量的坐标系，避免企

业自说自话；直观性，主要针对消费者对简单明了地

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需求，缩短供需双方质量信息传

递距离，便于消费者快速决策；可验证性，主要针对

明示信息真实性问题，提高企业质量承诺与消费者预

期的一致性，减少质量信息“隐秘的角落”。

（3）从底线型向引领型转型。标准决定质量，

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

高质量。要转变标准是确定“安全底线”“质量合格

线”的传统思维，适应国内市场在垂直维度消费多级

化、层次化，水平维度消费差异化、个性化的趋势，

在升级迭代、推陈出新上下功夫。① 加快构建统一

的消费品质量分级标准体系。发挥标准对产业的调节

作用，实现对低端产品和低水平技术的硬性淘汰或市

场挤出，引导传统产品消费升级，激发存量市场新活

力。② 加大新产品标准制定力度。着力强化绿色产

品、智能产品、个性定制产品、组合组装产品，以及

新品类、新结构、新功能产品标准供给，规范新兴消

费品产业发展，为市场监管提供必要的技术依据和支

撑手段；避免创新产品名不副实、有名无实，从而保

护消费意愿、保障增量市场健康发展。

（4）从全品类向全链条转型。要围绕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构建覆盖横向产业

领域、配套纵向产业链条的更为完整的国家消费品标

准体系，以推动消费品制造业加速向绿色、数字、服

务转型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

平。① 紧扣绿色发展，夯实全产业链“双碳”标准基

础。率先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有利于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的“双碳”标准体系，持续推动全产业链制造

高效化、清洁化、低碳化、可循环化，形成我国消费

品的“生态”优势。② 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标准体系建

设。结合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要求，开展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的装备标准、系统标准、数据

标准建设，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③ 突

出“前市场”和“后市场”，加强消费品定制服务、

售后服务标准化。规范数据采集、服务流程等全流程

质量要求，制定配送安装、维修清洗等售后服务标

准，推动我国企业发挥本土化优势，提供更符合国内

需求的高质量服务，形成“产品+服务”的集成竞争

力。

（5）从追求“硬质量”向“软硬并重”转型。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

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消费品标准化要适应国内市场

从“有”到“好”、从“好”到“美”的审美品味升

级，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

家认同。① 强化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和产品的标准化。

规范产品设计、色彩、结构、特殊工艺等特征要素，

提升产品文化属性和文化附加值，保护中华传统文化

知识产权。② 强化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产品的标

准化。加强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制定，保护、规范地方

特色产品产业化发展，把中国“原产地”产品和品牌

推到国际上。③ 强化工业设计质量的标准化。系统

开展消费品工效学标准体系建设，针对中国人人体特

征、生活习惯和行为特点，完善产品结构、尺寸、力

学等技术要求，健全声、光、温、湿等方面产品舒适

性要求及评价方法。

（6）从大众化向“专精特新”转型。构建新发

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深刻认识欧美发

达国家大宗消费品市场多为存量市场的现实基础，摒

弃“贴牌生产”“组装集成”等加工贸易的老路，走

出“专精特新”、差异化竞争的新路。① 制定高端

原材料标准。发挥我国在羊绒、棉花、丝绸、化纤等

原材料生产方面的规模优势，不断完善高品质原材料

标准体系。② 加快补齐检测设备标准短板。针对我国

高端检测设备和标准样品发展短板，加快消费品检测

设备标准制定，健全相应标准样品体系。③ 提升制造

装备、关键零部件标准水平。我国消费品产业链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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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供应链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我国可以借鉴

日本经验，选择产业链上具有比较优势、拥有自主创

新技术的环节，重点强化标准制定，引导产业深耕细

作，实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7）从跟踪参与向积极贡献转型。当前，世界充

满不确定性，但各国人民对于丰衣足食的要求是共通

的。“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我国消费品

标准化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致力于为全球消费品

标准化发展作出贡献。要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

友圈”，积极推动消费品国际标准化的沟通协商、共

建共享。① 发挥平台作用。深度参与消费品领域国际

标准化活动，运用现有平台作用并努力开辟新平台，

争取为国际标准化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经

验、中国方案，推动中国消费品标准体系与国际逐步

兼容。② 强化枢纽作用。主动联系消费品贸易伙伴国

家和地区，通过更丰富多样的双/多边标准化合作交

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不断提升各国消费品标准

化发展水平。③ 突出担当精神。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

消费品标准发展需求，分享中国成果、中国方法、中

国案例，让后发国家也有机会、有能力平等参与国际

标准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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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 products and large integration” of consumer goods is a tangible carrier reflecting a country’s innovation capacity, 
manufacturing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a physical embodiment of meeting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e 
marketization of China’s consumer goods industry developed early and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stimulating the domestic cycle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cycle for a long tim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nsumer goods and industrial practice have been coordina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making mutual adapt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have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from scratch, to fast development and to sound 
development. This has effectively standardized, promoted and guide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nsumer 
goods in Europe, America and other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safer, more transparent,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healthier”. However, China’s consumer goods industry has got into a state with slow growth, weak domestic demand, and severe 
and complex export situatio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practice is raising new requirements on five aspects: innovation, health, 
ecology, culture and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the consumer goods standardization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foreign practic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arket performance and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practice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consumer goods standard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seven transformations” of consumer goods standardization in the new period.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actice and decision-making o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 Outline and formulating 
consumer goods standardization policies suitable for the strategic task of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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