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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介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

的重要方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

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特别是作为重要的创新资源，标准化

水平的高低是市场主体创新活跃度和成熟度的重要体现，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2022年，全国各地各部门大力实施《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不断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提

升市场主体标准创新能力，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在助力高技术

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告分为三个部分：标准化数据概览部分，主要统计分析

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标准

化技术组织、标准化试点示范、标准国际化的情况；标准化重点

工作部分，体现出我国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市场主

体标准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地方标准化发展效能不断彰显、标准

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标准化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的总基调；

标准化发展展望部分，明确我国未来将着重加强新兴技术领域标

准研制，在标准化“两端”发力，加强地方标准化协同推进力度，

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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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

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特别是作

为重要的创新资源，标准化水平的高低是市场主体创新

活跃度和成熟度的重要体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

考指标。2022 年，全国各地各部门大力实施《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不断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

提升市场主体标准创新能力，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在

助力高技术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上

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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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化数据概览

（一）国家标准。2022 年，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国家标准 2266 项。

按照标准性质划分，强制性标准 82 项，推荐性标准 2099 项，指导性技术

文件 85 项；按照标准制修订划分，制定 1382 项，修订 884 项。2022 年，

批准发布国家标准样品 238 项。截至 2022 年底，国家标准共 43027 项，强

制性标准 2117 项，推荐性标准 40378 项，指导性技术文件 532 项；国家

标准样品共 4080 项。

（二）行业标准。2022 年，备案行业标准 3501 项。截至 2022 年底，

共批准设立 73 类行业标准，备案行业标准共 78431 项。

（三）地方标准。2022 年，备案地方标准 8600 项。截至 2022 年底，

备案地方标准共 61969 项。

（四）团体标准。2022 年，社会团体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布

17675 项团体标准。截至 2022 年底，社会团体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

累计公布 51078 项团体标准。其中，农业类标准 8158 项，占比 15.97%；工

业类标准 25434 项，占比 49.79%；服务业类标准 11132 项，占比 21.79%；

社会事业类标准 6354 项，占比 12.44%。

（五）企业标准。2022 年，企业通过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

我声明公开标准 470738 项，涵盖产品 721585 种。截至 2022 年底，共有

402284 家企业通过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标准 2621816

项，涵盖产品 4358182 种。

（六）标准化技术组织。2022 年，新成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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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个。其中，技术委员会（TC）8 个，分技术委员会（SC）22 个，标准化

工作组（SWG）5 个。截至 2022 年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 1319

个，包括 546 个技术委员会（TC），756 个分技术委员会（SC）和 17 个标

准化工作组（SWG）。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技术委员会97个，占比7.35%；

第二产业技术委员会 1016 个，占比 77.03%；第三产业技术委员会 168 个，

占比 12.74%；社会公共事业技术委员会 38 个，占比 2.88%。

（七）标准化试点示范。2022 年，各地开展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

建设项目 500 个。截至 2022 年底，各地开展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7723 个。

（八）标准国际化。2022年，积极推动ISO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伦

敦宣言》的实施，参与《ISO 和气候变化》白皮书的制定，推动 ISO 新成

立小水电、供热管网等 4 个新的技术机构。2022 年，大力推进标准化双多

边合作，与巴基斯坦、埃及、欧洲标准组织等 14 个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区域

标准组织签署标准化领域合作文件及行动计划，成功举办金砖国家标准化

合作部长级会议及系列相关配套活动，组织举办“一带一路”国家援外培

训班 8 期，为 26 个国家培训 275 名标准化管理人员。发布国家标准外文版

33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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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化重点工作

（一）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

农业农村领域标准供给更加充足。全年发布农业领域相关国家标准

170 项，总数达到 3928 项，农业领域行业标准备案总数达到 4473 项；农

业领域团体标准公布总数达到 8158 项，7946 家企业通过企业标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执行的农业领域标准总数达到 45617 项，涵盖的

产品数量达到 136327 项。同时，新建水稻良种繁育等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 134 个，启动 38 个农村综合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农业农村标

准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食品消费品领域标准基础更加坚实。全年发布食品消费品领域相关国

家标准 308 项。截至 2022 年底开展消费品标准化试点 105 个，我国重点领

域的主要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达到 95%。注重加强婴童老

年用品和医疗用品等重点领域标准建设力度，成立适老化改造标准化联合

工作组，统筹推进适老化改造标准体系建设，发布《儿童手表》等 15 项儿

童用品国家标准；发布医疗器械国家标准40项，医疗器械行业标准114项，

民生领域标准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制造业领域标准支撑更加有力。制定高端装备制造强基标准化工作方

案，持续实施新材料标准领航行动，全年发布材料与装备制造领域相关国

家标准 728 项，包括刻蚀机、增材制造等技术标准 60 余项，重点领域装备

制造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 90%。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总数达到

49 个，形成了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的良好态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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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研制不断提速，IPv6、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特征识别等 130 余

项国家标准加快研制，工业母机、新一代信息技术、农机装备、稀土等产

业链标准图谱推进绘制，新型电力系统标准体系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医疗

器械、新型分子诊断技术等国内国际标准协同制定力度持续增大。

服务业标准覆盖更加广泛。全年发布服务业国家标准 107 项，新增

服务业类团体标准 3889 项。服务业类团体标准总量达 11132 项，占比

21.79%，增速较快，反映服务业市场自主制定标准供给强劲。新增服务业

标准化试点 176 个，截至 2022 年底，总数达到 1304 个。新增北京基金小

镇基金机构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上海信息软件测评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

等 10 个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一批服务业标准成效突出，比如《电子商

务物流可循环包装管理规范》等快递绿色包装国家标准有效助推快递包装

减量化、标准化、循环化，截至 2022 年 9 月，全国快递行业累计投放可循

环快递箱（盒）978 万个，回收复用瓦楞纸箱 6.4 亿个①。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更加便民。全年发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国

家标准 71 项，新增标准化试点 121 个。中央网信办积极推动数据安全、个

人信息保护标准研制。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的指导意见》，部署健全政务服务标准体系，推进政务服务事项、

实施清单标准化，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

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整合构建标准统一、布局合理、管

理协同、安全可靠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②。全国行政管理和服务标

①https://www.cqn.com.cn/qt/content/2023-02/13/content_8908046.htm

②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gzygwywj/202211/20221125_769108.html



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2 年）

06

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推动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政务服务一件事一

次办、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中小学数字教材、公共就业服务、社会

保险自助银行网点服务要求等国家标准实施深受群众好评，冰雪运动、冰

雪装备等一批标准有力支撑“后冬奥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布局更加落地。成立了院士牵头、多方参与的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编制出台《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

实施方案》，组织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下达 72 项碳

达峰碳中和国家标准专项计划。天津、广东编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地

方实施方案，河北、内蒙古制定大型活动碳中和、零碳产业园建设等地方

标准，江西发布 46 项绿色生态团体标准。

（二）市场主体标准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团体标准供给热度不减。全年社会团体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

公布 17675 项团体标准，相比 2021 年增长 53%。其中，工业类标准占比

49.79%，农业类标准占比 15.97%，服务业类标准占比 21.79%，社会事业类

标准占比 12.44%，重点涵盖制造业、农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等门类，制造业团体标准数量占总量的 38.72%，是市场标准

创新的主要领域。团体标准是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的、满

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团体标准供给旺盛，对市场主体创新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

企业标准化活跃度持续提升。全年企业新声明公开 470738 项标准，较

2021年增加32767项标准，同比增长7.48%。其中，执行企业标准441748项，

占比达到 93.84%。标准是企业生产的重要技术依据，企业声明公开标准数

量的不断提升，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不断增强，发展信心和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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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改善。

企业标准“领跑者”引领性显著提高。截至 2022 年底，共有 1679 家

企业的 2856 项企业标准成为“领跑者”，其中 564 家企业的 881 项企业标

准是 2022 年新增的“领跑者”。在产品方面，“领跑者”标准已覆盖电气

机械、通用设备、金属冶炼、纺织服装、化学制品、汽车制造、电子器件、

家具制造、文教玩具、造纸印刷等上百个大类实施范围，“领跑者”标准

指标选取紧贴市场前沿需求，指标水平优于国内外标准要求。在服务方面，

“领跑者”标准已覆盖物流、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旧货零售服务、

汽车救援服务、二手车鉴定评估服务、保健服务、污水处理及垃圾焚烧运

营服务、银行网点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等 20 多个行业，以高水平标准的引

领，增加中高端服务的有效供给。

企业标准化发展意识更加主动。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有 30 个省市

223 个市（区）、5 万多家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开展对标达标活动，

累计发布对标结果 11 万多个，涉及 1800 余类产品和服务门类；重点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 90%，主要消费品标准

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 95%。2022 年，有 239 家企业获得标准化良好

行为证书，相比 2021 年增长 69%。在 2022 年度新增的 1286 项国家标准中，

企业参与制定了 1170 项，占比达到 90.98%。标准化能力水平的提升已成

为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动能。

市场主体标准化发展保障力不断增强。2022 年，市场监管总局与全国

工商联联合印发了《标准化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3

年）》，举办“2022 民营经济标准创新大会暨民营经济标准创新周”活动；

市场监管总局与国资委共同举办中央企业质量提升标准创新大会，联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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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质量和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标准

委等 17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国家

标准委和中国贸促会首次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制定实施 2022 年行动计划，拓

展国际标准化工作新路径，服务企业海外市场拓展；国家标准委组织开展

2022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全社会支持市场主体标准力度越来越大。

国家标准委开展 2022 年度 ISO、IEC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考核评估，提升参

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能力和水平。

（三）地方标准化发展效能不断彰显

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活跃程度相对较高。从公布团体标准数量看，截

至 2022 年底，各地区公布团体标准数量的分布呈现阶梯特征。排名前十的

地区依次是广东、浙江、山东、北京、上海、江苏、河北、福建、山西和四川。

排在前两位的广东、浙江分别公布了 6419 项和 5640 项团体标准，排在第

三位到第六位的山东、北京、上海、江苏分别公布了 2941、2808、1820、

1669 项团体标准。具体情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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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截至 2022 年底各地区公布团体标准的数量

从自我声明公开企业数量看，截至 2022 年底，各地区自我声明公开的

企业数量也呈阶梯状分布，山东、浙江、广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

辽宁、湖南以及四川位居全国前十名。其中，位列前五的山东、浙江、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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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河北，其声明企业数量分别为56270家、54535家、49455家、42067家、

24754 家。具体情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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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截至 2022 年底声明企业地区分布情况

从对标结果发布情况看，截至 2022 年底，浙江、山东、河北、陕西、

广东、江苏、湖南、江西、安徽、内蒙古发布对标结果数量位居全国前十，

其中排在前三的浙江、山东以及河北分别发布对标结果26625个、25975个、

22589 个。具体情况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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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截至 2022 年底各地区发布对标达标结果情况

从企业标准“领跑者”标准分布情况来看，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排名

前十的地区依次是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安徽、福建、湖

南、河北。广东位列榜首，有 918项标准进入“领跑者”名单，主要分布在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通用设备制造领域。山东位列第二，有 325项标准进

入“领跑者”名单，主要分布在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领域。浙江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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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88项标准进入“领跑者”名单，主要分布在专用设备制造领域。具体情

况见图 4。同时，排名前五的地区“领跑者”企业数均在 100家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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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截至 2022 年底各地区企业标准“领跑者”标准分布情况

标准化技术支撑能力呈现一超多强特点。从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分布情况来看，截至 2022 年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数量

在 30 个以上的有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山东、辽宁、天津、浙江、河

南、陕西、四川以及湖北共 12 个地区，其中北京一地共承担了 643 个秘书

处，占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总数的48.75%。具体情况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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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数量 30 以上的地区

从标准研制贡献能力看，各地区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单位数量排名前十的

依次是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福建、安徽、四川、河南。

排名第一的是北京，有1887家单位作为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具体情况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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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2 年度各地区参与国家标准起草的单位数量

标准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用更受重视。国家标准委印发《服务国家

区域重大战略实施标准化工作指南》，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

域协同发展。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首都标准化发展纲要

2035》，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2022 年长三角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在

上海召开，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长三角地

区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协议》。2022 年 2 月，广东省粤港澳大湾

区标准促进会正式成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标准工作。第四届中部六

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在大同召开，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的标准支撑，着力推动区域标准化务实合作。

地方标准化工作力度显著加强。山东、上海等地召开质量和标准化创

新大会，河南印发《关于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建设标准河南的意见》，

全面部署“标准河南”建设。上海、浙江、江西等地签署省部标准化合作协议，

加强工作联动。吉林、黑龙江、宁夏等地将标准化“十四五”规划纳入省

级重点专项规划。上海、山东、浙江等地率先启动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

四川天府新区、浙江龙港市等地开展城市标准化综合试点，义乌开展“标

准城市”建设，标准化工作与地方发展有效衔接、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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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

鼓励外资企业的专家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2022 年，我国全国专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新增外资企业委员 752 人。

注重采用国际标准。提升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2022 年，

有 792 项国家标准采用了 ISO、IEC 国际标准。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2022 年，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气候变

化政策文件的制定，ISO 官网专门刊文表彰我国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标准化工作的贡献。

积极开展标准化对外交流合作。东北亚、中欧、中德、中俄等标准化

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推动与 14 个国家、区域标准化机构签署合作文件，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与 63 个国家、地区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106 份标准化双多边合作文件。

持续推进国家标准外文版工作。2022 年，全年发布国家标准外文版

335 项，涵盖大宗贸易商品、对外承包工程、节能低碳、装备制造、服务

业等领域，水电、公路标准在海外工程中进一步得到广泛应用。

（五）标准化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

标准供给机制不断健全。优化政府和市场相互协调的二元标准体系，

修订发布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完成 6000 多项标准复审。新增机关事务、市

场监管等行业标准代号，对金融、司法等 50 个行业标准范围进行优化。

标准实施监督持续推进。2022 年，新增免费公开国家标准 2266 项，

在线阅读量达到 21088144 次，下载量为 1027169 次，市场主体标准信息需

求得到了有效支撑。收集处理国家标准反馈信息 1799 条，对 49 项重点强

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开展统计分析试点。组织抽查 600 多项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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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发现并纠正超范围制定、重复交叉等问题。

标准化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截至 2022 年底，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共有 56697 人次，其中来自民营企业的委员 15863 人次。2022 年我

国新注册 ISO 和 IEC 专家 1342 名，其中 ISO 1077 名，IEC 265 名。我

国专家荣获 IEC 爱迪生奖、1906 奖、ISO 卓越贡献奖等奖项 30 余个。

标准化教育及培训成效显著。2022 年，标准化技术专业纳入国家职业

教育本科序列，标准化技术被列入授予高职本科专业管理学和法学学士学

位学科门类。中国计量大学等 14 所普通高校开设标准化工程本科或双学位

专业，2461 人获得 1+X 标准编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化“普通高等教

育 + 职业教育 + 职业技能培训”的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形成。积极组织开展

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训工作，2022 年开展培训 37 期，培训学员 9880 人次。

我国学生代表队参加第 17 届国际标准奥林匹克竞赛，荣获白金奖等 4 个奖

项，成绩优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持续深化。建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央数据库，

截至2022年底已向登记管理部门预赋了4.6亿个码段，机构总量达1.64亿，

为社会各类用户提供统一代码数据查询服务年均 1.74 亿次。建立统一代码

核查通报机制，重错码率从改革初期的 1.67% 降低至目前的 0.01%，全面

提升统一代码数据质量。

物品编码服务能力持续加强。形成广覆盖立体化的物品编码应用网络，

截至 2022 年底已涵盖零售、制造等 20 多个领域，企业用户保有量达到 59

万家，国内商品数据总量达到 1.7 亿，均位列世界第一。与相关部门联合

印发文件，积极推进通用物资编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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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化发展展望

下一步，国家标准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入实施《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着力推动标准供给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并重转变，

标准运用由产业贸易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发展由国内驱动向国内

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着重加

强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着重加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设，加大新兴技术领域标准

研制力度，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完善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织密筑牢标

准安全网，强化民生领域标准供给。

二是着重在标准化“两端”发力，推进标准与科研的互动，加强标准

实施信息反馈和监督检查，健全覆盖政府颁布标准制定实施全过程的追溯、

监督和纠错机制，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的程度。

三是着重加强地方标准化协同推进力度，改变地方标准化工作发达地

区水平高、欠发达地区水平低的不平衡现象，发挥先进标准引领带动作用，

以标准化水平的整体提升促进共同富裕。

四是着重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加强

国际标准转化运用，促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营造内外资企业

依法参与标准制定的公平环境，加强“一带一路”标准联通，加强国际化

人才队伍建设，以高标准促进高水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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