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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泰山品质”认证联盟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质量技术审查评价中心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青岛分中心、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青岛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标

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必维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培堂、曲秀华、孙晓兰、李文君、刘香云、陶兰天、聂世玉、姜曙光、李汉

平、沈政毅、黄涵韬、杨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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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对象、评价程序、评价内容、评价结

果和评价有效期。 

本标准适用于“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    

2 评价原则 

2.1 独立性 

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应始终坚持第三方立场，不应与申请单位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确保评价

工作不受有关利益方的干扰和影响。 

2.2 公正性 

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在评价过程中应以事实为依据，依据真实可靠的资料、文件和数据，给出公正

的评价结果。 

2.3 科学性 

评价人员在评价过程中应选择科学的评价方法，使评价结果合理准确。 

3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是对拟开展“泰山品质”认证的产品/服务标准。 

通过评价其关键技术指标是否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确定“泰山品质”认证的产品/服务标准

的先进性。 

4 评价程序 

4.1 标准先进性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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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流程图 

4.2 评价申请 

4.2.1 拟申请“泰山品质”的组织向标准管理部门提出标准先进性评价申请。 

4.2.2 申请单位应提供： 

——标准文本； 

——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服务创新、产业引领、填补国内外空白、严于国

家标准、清洁生产、安全健康环保、消费体验、特殊行业要求等方面进行描述； 

——关键性指标清单，与国内相关标准的比对说明； 

——行业标杆单位名单（2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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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申请表（见附录 A）。 

4.3 申请受理 

4.3.1 标准评价单位对申请单位提供的申请资料的齐全性、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并给出审查意见。 

4.3.2 审查意见： 

——材料齐全、申请表技术要素完整，则进入初评阶段； 

——材料、申请表技术要素未达到要求，应通知申请单位补全材料，若补充材料后仍未达到要求，

则不予受理。 

4.4 专业评审 

4.4.1 由标准管理部门组织标准评审专家组，专家应由来自于行业内组织、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标

准化、消费者等方面至少 5名专家构成，专家应至少具备如下条件： 

——具有十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对该行业技术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在专业方面有所建树；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具有标准化研究、标准审查的能力和经验。 

4.4.2 评审专家组依据关键性指标清单，对申请组织提供的关键性指标比对说明进行评审： 

——若专家认定关键性指标齐全，则确定关键性指标清单及权重，进入专业评审阶段； 

——若专家认定关键性指标缺失，应通知申请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补充相应指标说明，若规定的时间

内未收到补充的指标说明，则不进行专业评审。 

4.4.3 专业评审采用专家评分制，专家应依照附录 B、附录 C所规定相关内容对申报材料进行专业评

审，形成评审结论，出具“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 

5 评价内容 

5.1 基本要求 

标准内容应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 

5.2 技术先进性 

5.2.1 技术先进性是指被评定标准中关键性指标在所处行业中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反映标准中关键

性指标填补国际或国内空白，或优于同业水平的情况。 

5.2.2 关键性三级指标（一个或多个）应由申请组织提供，并由专家组根据行业需求复核确认。 

5.2.3 若专家组认定申请组织提供的指标为非关键性指标，则该指标不作为关键性指标进行评价。 

5.2.4 若专家组认定申请组织提供的关键性指标不全面，可添加相应的关键性指标。 

5.2.5 每一项三级指标权重应由专家组讨论给出。 

5.2.6 每一项三级指标应由专家组分别与相应的标准或标杆进行比对打分（打分表见附录 C），行业

标杆由申请组织提供备选，由专家组确定。 

5.3 社会引领性 

5.3.1 社会引领性是指被评定标准对环保、绿色、健康、安全等可持续发展要素的响应和对以用户为

中心的理念的响应情况，包括安全健康环保要求和用户体验两个二级指标。 

注1：社会引领性仅适用于“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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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安全健康环保要求指标是指被评定标准中应给出有害物质限量、污染物控制、能源消耗、绿色

低碳、工作场所有害限值等要求，仅适用于生产或运行过程中可能使用或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或污染物的

产品。 

5.3.3 用户体验指标是指被评定标准中应含有可体现响应或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的指标或条

款。 

注2：智能空调产品标准中的 APP+智能摇控器远程监控、温湿度自动调解等指标。 

5.3.4 专家组根据被评定标准中安全健康环保和用户体验相关内容进行符合性打分。 

5.4 标准规范性 

5.4.1 标准制定 

5.4.1.1 标准制定规范性是指被评定标准制定程序和制定过程的规范性情况。 

5.4.1.2 “泰山品质”标准组织制定单位应建立明确的标准制定程序，并依据制定程序起草标准。 

5.4.1.3 标准起草组构成应具备广泛性和代表性，标准立项前应组织可行性论证，标准制定过程中应

征求专家意见。 

5.4.1.4 专家组根据被评定标准制定程序进行符合性打分。 

5.4.2 标准内容 

标准内容应完整，包括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运等。 

5.4.3 标准格式 

被评定标准编写格式应符合GB/T 1.1标准编写格式要求。 

6 评价结果 

6.1 评价得分 

6.1.1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总分采用百分制，由各评价指标得分和权重的乘积加和后计算

得出，评分表及权重见附录 B和附录 C。 

6.1.2 专家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最终得分。 

6.2 评价结论 

标准先进性评价总分80分及以上，评定结论为“具有先进性”；标准先进性评价总分80分以下，评

定结论为“不具有先进性”。 

6.3 评价报告 

6.3.1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应出具评价报告，样式见附录 D。 

6.3.2 评价报告有效期为三年。 

6.3.3 申请组织应在评价报告有效期满六十日前申请复审，由评价机构重新出具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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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申请表 

一、申报“泰山品质”标准概述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标准适用范围，标准简介） 

 

 

 

 

 

二、标准先进性分析（可附页） 

（一）技术先进性分析 

【应包括关键性指标、指标值，以及每一项关键指标与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行业标杆的比对分析】 

 

（二）社会引领性分析（仅用于产品类标准先进性评价） 

【应包括对安全健康环保指标和响应用户需求类指标的分析说明】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三、申请单位意见 

本单位自愿申请“泰山品质”标准评价，承诺本次申报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如有违

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受理机构意见 

经对你单位申请材料评审，决定予以受理。 

 

   “泰山品质”标准评价小组：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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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专业评审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单项

分值 
评价方法 得分

1
 

技术先进性 

（关键性指标水平）

（0.80） 

0.80 100 
按照附录C的要求进行打分，其总分作为此项

得分。 
 

社会引领

性 

（0.10） 

安全健康

环保 
0.05 100 

标准（仅适用于生产或运行过程中可能涉及

安全、有害物质、能源消耗的管理和控制的

产品）中给出有害物质限量、污染物控制、

能源消耗、循环利用、职业健康安全保障等

要求，得100分；无，不得分。 

 

用户体验 0.05 100 
标准中含有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的

指标或条款，得100分；无，不得分。 
 

标准规范

性 

（0.10） 

标准制定 0.03 100 

程序规范完整：有明确标准制定程序、有立

项论证、起草组科学合理、充分听取专家意

见或经过评审，得100分；不完整，不得分。 

 

标准内容 0.04 100 

内容完整：包括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包装储运等要素，得100分；不完整，

不得分。 

 

标准格式 0.03 100 

格式规范：符合GB/T 1.1或“泰山品质”标

准组织制定单位明示的标准编写格式要求，

得100分；不符合，不得分。 

 

总分  

注1：得分为专家给出的单项分值与权重的乘积，总分为各项得分的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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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泰山品质”关键性指标水平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单项

分值 
评价方法 得分

1
 

技术先进性 

（关键性指标水平）

（0.80） 

0.80 100 
按照附录C的要求进行打分，其总分作为此项

得分。 
 

社会引领

性 

（0.10） 

安全健康

环保 
0.05 100 

标准（仅适用于生产或运行过程中可能涉及

安全、有害物质、能源消耗的管理和控制的

产品）中给出有害物质限量、污染物控制、

能源消耗、循环利用、职业健康安全保障等

要求，得100分；无，不得分。 

 

用户体验 0.05 100 
标准中含有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的

指标或条款，得100分；无，不得分。 
 

标准规范

性 

（0.10） 

标准制定 0.03 100 

程序规范完整：有明确标准制定程序、有立

项论证、起草组科学合理、充分听取专家意

见或经过评审，得100分；不完整，不得分。 

 

标准内容 0.04 100 

内容完整：包括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包装储运等要素，得100分；不完整，

不得分。 

 

标准格式 0.03 100 

格式规范：符合GB/T 1.1或“泰山品质”标

准组织制定单位明示的标准编写格式要求，

得100分；不符合，不得分。 

 

总分  

注1：得分为专家给出的单项分值与权重的乘积，总分为各项得分的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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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泰山品质”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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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标准名称  

标准概述 

 

 

 

 

申报单位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邮箱  

评价机构 

机构名称  

通信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邮箱  

二、专家组成员 

专家组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签名 

组长     

 

    

    

    

    

    

三、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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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对标准/标杆范围 

 

 

 

 

 

 

 

 

 

 

 

 

五、先进性评价总分 

 

 

 

 

 

 

六、评价结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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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