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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 年）》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加强标准化

体系建设的要求，支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统筹推进综

合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制定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

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是行业标准化工作的顶层设计，是

按照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需求，围绕标准化工作的全要素、全

过程及其内在联系构建而成的科学有机整体。标准化体系是

统筹协调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邮政标准化工作的基础，

内容包括政策制度体系、技术标准体系、标准国际化体系、

实施监督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 5 个方面。

加强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各种交通运

输方式标准化工作协调衔接和融合发展，对于实现交通运输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推动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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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内涵特征。

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是按照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需求，围

绕标准化工作的全要素、全过程及其内在联系构建而成的科

学有机整体，包括政策制度、标准研究、制修订、国际化、

实施监督、支撑保障等内容，涵盖铁路、公路、水运、民航

和邮政各领域。

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系统性系统性系统性系统性。。。。在范围上覆盖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在层次

上涵盖标准化工作全过程，在内容上包含综合交通运输、安

全应急、运输服务、工程建设与养护、信息化、节能环保等

重点领域，层次清晰，框架合理，内容全面。

————————协调性协调性协调性协调性。。。。按照国家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要求，在国

家标准化体系框架下，理清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边界，

明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范围，实现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

发展、协调配套。

————————前瞻性前瞻性前瞻性前瞻性。。。。着眼于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和建设交通运

输强国的战略目标，对今后一段时期行业标准化工作进行整

体设计和总体布局，强化标准化工作在交通运输行业发展中



2

的地位和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积极与国际接轨，

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提高交通运输标准国际化程

度。

（二）总体定位。

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是行业标准化工作的顶层设计，是

对今后一段时期标准化政策制度建设、标准制修订、标准国

际化活动、标准实施监督及支撑保障工作的宏观布局，是统

筹协调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邮政标准化工作的基本依

据。加强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建设，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

标准协调衔接和融合发展，对于实现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运输

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标准化体系与规划均是对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的全面

布置。标准化体系定位于宏观布局，是对较长一段时期标准

化工作的整体设计，标准化规划是按照标准化体系框架和发

展方向，立足交通运输阶段性发展要求，制定的具有一定时

效和范围的工作计划，提出阶段性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标

准化体系是标准化规划编制的依据，标准化规划是标准化体

系建设的保障。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依靠制定和实施不同阶

段、不同范围的行业标准化规划实现。

交通运输行业按照不同领域、不同专业已形成比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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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标准体系，如《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铁路行业

技术标准体系》《公路工程标准体系》《水运工程标准体系》

《民用航空标准体系》《邮政业标准体系》等，以及各专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制的技术标准体系。交通运输标准化体

系是构建各领域、各专业技术标准体系的基础，覆盖各领域、

各专业技术标准体系的标准需求。各领域技术标准体系根据

行业重点任务需求编制，确定一定时期内标准制修订任务。

各专业技术标准体系根据专业发展方向编制，指导本专业标

准制修订等工作。

（三）体系框架。

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包括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技术标

准体系、标准国际化体系、实施监督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 5

个部分，覆盖交通运输各领域标准化工作全过程。

政策制度体系是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的基础，是规范标

准化工作，实现科学管理的重要依据，包括标准化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内容，主要规定了标准化全过程管

理要求，涵盖标准立项、制修订、审查、发布、出版、复审、

标委会管理、经费管理、实施评价和统计等方面。

技术标准体系是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的核心，是开展标

准制修订工作的重要依据。根据标准体系编制原则和要求，

按照综合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不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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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方式，围绕综合运输、安全应急、运输服务、工程建设与

养护、信息化、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构建技术标准体系框

架，包含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标准制修订需求。

标准国际化体系是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的窗口，是加强

交通运输国际合作，提升交通运输行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的重要途径。包括国际标准制修订、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和

国内外标准翻译等。

标准实施监督体系是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的重点，是强

化标准化意识，落实标准应用，加强标准监督管理，提升标

准化工作基础能力的重要保障。实施监督体系包括标准宣

贯、工程和产品质量监督、标准实施效果评价，以及计量、

检验检测、认证等工作。

标准支撑保障体系是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的保证，包括

标准化组织保障、人才队伍、经费支持等内容。

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框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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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铁路运输标准化
（国家铁路局负责）

公路运输标准化
（交通运输部负责）

水路运输标准化
（交通运输部负责）

民航标准化
（中国民航局负责）

邮政标准化
（国家邮政局负责）

技术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共共共共648 96 4 8 96 4 8 96 4 8 9 项项项项，，，，现 行现 行现 行现 行 3 4 7 53 4 7 53 4 7 53 4 7 5 项项项项 ////需 求需 求需 求需 求 3 0 1 43 0 1 43 0 1 43 0 1 4 项项项项 ））））

综合交通运输
3 2 3 项

现 行 国 标 4 6 项
现 行 行 标 3 2 项
国 标 需 求1 0 1 项
行 标 需 求1 4 4 项

铁 路 标 准
13 9 9 项

现 行 国 标 1 8 5 项
现 行 行 标 11 3 9项
国 标 需 求 1 9 项
行 标 需 求 5 6 项

公 路 标 准
16 9 2项

现 行 国 标 2 8 9 项
现 行 行 标 5 8 4 项
国 标 需 求 1 4 4 项
行 标 需 求 6 7 5 项

水 运 标 准
20 2 6项

现 行 国 标 1 5 8 项
现 行 行 标 4 7 9 项
国 标 需 求 1 6 1 项
行 标 需 求 12 2 8项

民 航 标 准
8 8 9 项

现 行 国 标 4 2 项
现 行 行 标4 3 5 项
国 标 需 求 0项
行 标 需 求4 1 2 项

邮 政 标 准
1 3 8 项

现 行 国 标 1 5 项
现 行 行 标 5 6 项
国 标 需 求 1 4 项
行 标 需 求 5 3 项

标准化工作参与主体标准化工作参与主体标准化工作参与主体标准化工作参与主体

政 府 部 门 社 会 团 体、联 盟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社 会 公 众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
（交通运输部负责）

国际标准制修订 国内外标准翻译

标准国际化体系标准国际化体系标准国际化体系标准国际化体系

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企 业

标准化实施监督体系标准化实施监督体系标准化实施监督体系标准化实施监督体系

标 准 宣 贯 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工 程 、产品质量监督 认 证计 量 检 验 检 测

组
织
保
障
、
人
才
培
养
、
经
费
支
持

支支支支
撑撑撑撑
保保保保
障障障障
体体体体
系系系系

法
律
法
规
�
部
门
规
章
�
规
范
性
文
件

政政政政
策策策策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体体体体
系系系系

图图图图 1111 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标准化体系体系体系体系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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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制度体系

政策制度体系是标准化工作合理有序开展的依据。交通

运输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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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其中，法律法规是标准化工作的基本遵循，

部门规章是行业标准化工作的基础制度，规定了行业标准化

工作的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和标准化全过程管理的基本要

求。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标准立项、制修订、审查、发布、出

版、复审、标委会管理、经费管理、实施评价和统计等方面

的具体要求和任务。

交通运输行业高度重视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建设。交通

运输部及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结合

行业需求以及本领域标准化工作特点，发布了部门规章 2项，

规范性文件 15 项，在规范行业标准化管理工作，提高标准

的质量和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部门规章。

国家发布了《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规定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管理及采用国际标准的要

求。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民用航空标准化管理规定》《邮政

业标准化管理办法》2 项部门规章，规定了民航和邮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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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实施、监督等管理要求。

目前，国家正在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优化完善推荐性

标准，逐步健全统一协调、运行高效、政府与市场共治的标

准化管理体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

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交通运输行业适应大部制改革要

求，提出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目标，促进铁路、公路、

水运、民航和邮政融合发展。为适应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需

要，满足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发展要求，统筹推进

各领域标准化工作，需制定《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

建立交通运输行业统一的标准化管理制度，明确行业标准化

工作的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和全过程管理的基本要求，统筹

推进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邮政标准化工作。

（二）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布了《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规定》《国

家标准制修订经费管理办法》《标准出版管理办法》等规范

性文件，规定了全国专业标委会管理、国家标准经费管理、

标准出版、档案管理、标准复审、英文版翻译和创新奖励等

方面的要求。

交通运输行业发布了《交通标准化工作规则》《铁道行

业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外文版编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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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水运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办法》《民航工程建设行

业标准管理办法》及《交通运输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等 15 项规范性文件，规定了标准制修订、标委会管理、标

准翻译出版等方面的要求。

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化管理，一般参照国家标准化有关规

定执行。结合行业特色和实际需求，在标准制修订方面需制

定标准审查管理规定，在实施监督方面需制定标准实施评价

管理办法和统计制度，在支撑保障方面需制定交通运输标准

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信息平台管理

办法等。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标准化改革的逐步深入，结合

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化发展需求，应适时加强对标准国际化以

及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方面的指导，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

化政策制度体系。

政策制度体系结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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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 1 9 8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 1 9 9 0 ）

—《民用航空标准化管理规定》 （ 2 0 1 6 ）
—《邮政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 2 0 1 2 ）
—《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 》 （ 在 编 ）

部 门 规 章

规 范 性 文 件

标 准 制 修 订

实 施 监 督

支 撑 保 障

规 划 、意 见

—《交通运输标准实施评价管理办法》 （ 待 编 ）

—《交通运输标准化统计制度》 （ 待 编 ）

—《交通标准化工作规则》 （ 2 0 0 6 ）
—《铁道行业技术标准管理办法》(2 0 1 4 )
—《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办法》(2 0 1 4 )
—《铁路行业标准翻译出版管理办法》(2 0 1 5 )
—《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外文版编译工作管理办法》(2 0 1 1 )
—《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外文版出版印刷规定》(20 1 1 )
—《水运工程标准管理办法》(2 0 1 2 )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2 0 1 4 )
—《交通运输标准审查管理规定》 （ 在 编 ）

—《交通运输标准化“十 三 五 ”发 展 规 划 》 （ 2 0 1 6 ）
—《邮政业标准化“十 二 五 ”规 划 》 （ 2 0 1 1 ）
—《铁 路 标 准 化“十 三 五 ”发 展 规 划 》 （ 2 0 1 7 ）
—《关于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的意见》

（2 0 1 4 ）

—《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考核评价办法》
(2 0 1 6 )
—《交通运输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1（2 0 1 6 ）
—《交通运输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2 0 1 7 ）
—《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 （ 待 编 ）

—《交通运输标准化信息平台管理办法》 （ 待 编 ）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运运运运
输输输输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化化化化
政政政政
策策策策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体体体体
系系系系

法 律 法 规

图图图图 2222 交通运输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结构图交通运输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结构图交通运输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结构图交通运输标准化政策制度体系结构图

 

1.该办法包含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经费管理的相关规定。

2.该办法包含交通运输标准化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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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标准体系

技术标准体系是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

的有机整体，主要通过编制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

标准统计表等内容，构建一定范围内现有、应有和预计制定

标准的蓝图，是编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依据。技术标准体系

的构建应目标明确、全面成套、层次适当、划分清楚，按行

业、专业等标准化活动性质的同一性划分。交通运输技术标

准体系是按照国家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精神，根据交通运输

标准制修订管理的实际情况，充分吸收以往各领域、各专业

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成果，构建的包含综合交通运输、铁路、

公路、水运、民航、邮政标准的集合。

技术标准体系是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合

理规划和有效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明确

交通运输行业不同类型标准的边界，减少标准间的重复、交

叉、矛盾等问题，理清政府与市场标准制修订范围，规范标

准的制修订管理，提高标准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对于完善各

领域、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体系布局，具有指导作用。

交通运输标准按照性质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两

类；按照发布主体划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五类；按专业领域分为综合交通运输、

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标准等。根据国务院深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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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政府主导制定的交通运输标准分为强制

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推荐性地

方标准，工程建设标准按现有模式管理。

交通运输强制性标准严格限定在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

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的范

围内，具有充分的法律法规依据，技术内容与安全、健康和

环保直接相关，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能够保证强制执

行效果，主要涉及标志标识、安全生产、安全产品、职业健

康与劳动保护、运输工具能源消耗限值和工程建设标准等方

面。推荐性标准包括基础通用，与强制性标准相配套的国家

标准，能够满足行业重要产品、工程技术、服务和管理需求

的行业标准，以及满足地方自然条件、先进管理能力和技术

水平的特殊技术要求的地方标准。

政府主导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市场

自主制定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政府

主导制定的标准侧重于保基本，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侧重于

提高竞争力。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推动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的培育和发展，引导团体组织在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创新

活跃、产品类标准较多的领域，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制定团体

标准，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

企业标准。



12

交通运输技术标准体系以《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铁

路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公路工程标准体系》《水运工程建设

标准体系》《民用航空标准体系》《邮政业标准体系》等技术

标准体系为基础构建，包括6489项标准 3，其中现行有效3475

项，需求计划 3014 项。按照标准性质分类，强制性标准 785

项，推荐性标准 5704 项；按照标准层次分类，国家标准 1174

项，行业标准 5315 项；按照专业领域分类，综合交通运输

标准 323 项，铁路标准 1399 项，公路标准 1692 项，水运标

准 2026 项，民航标准 889 项，邮政标准 138 项，其他标准

22 项。

技术标准体系应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将随着技术和业务

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交通运输技术标准体系结构见图 3，

标准统计表见表 1。

3.技术标准体系包含的标准统计数字截止时间为2016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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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运
输
技
术
标
准
体
系

100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

200 铁 路 标 准

201 铁 路 装 备 202 工 程 建 设

300 公 路 标 准

500 民 航 标 准

509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506 
机 场
工 程

建 设

600 邮 政 标 准

604 服 务 与

管 理
602 安 全601 基 础

603 设 施 设 备

与 用 品

501 
信
息

化

503 
通
用
航
空

502 
航
空
运
输

505 
航 空
器 维
修 工
程

507 
民 用 机
场 地 面
保 障 与
服 务

5010 
航 空

安 保

605 信 息 化

301 基 础

400 水 运 标 准

504 
航
空
安
全

5011 
航 空

医 学

5012 
其 他

5 0 8
航
油
航
化

700 其 他 标 准

302 安 全

应 急

303 运 输

服 务

304 公 路

建 设

305 公 路

养 护

306 公 路

管 理

307 公 路

运 营

401 基 础 402 安 全 应 急 403 运 输 服 务 404 工 程 建 设 405 信 息 化 406 节 能 环 保 407 设 施 装 备

101 基 础
102 运 输

服 务

104 工 程

设 施

105 安 全

应 急

106 信 息

化

108 统 计

评 价

103 运 输 装 备

与 产 品

203 运 营 与 服 务

308 信 息

化

309 节 能

环 保

3010 设
施 装 备

107 节 能

环 保

图图图图 3333 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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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 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标准体标准体标准体标准体系标准统计表系标准统计表系标准统计表系标准统计表4444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 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国标国标国标国标 行标行标行标行标 国标国标国标国标 行标行标行标行标

100100100100 综合交通标准综合交通标准综合交通标准综合交通标准 46464646 32323232 101101101101 144144144144 333323232323

101 基础 6 2 9 8 25

102 运输服务 4 1 18 25 48

103 运输装备与产品 20 3 36 26 85

104 工程设施 1 2 4 14 21

105 安全应急 1 0 8 9 18

106 信息化 13 24 25 40 102

107 节能环保 0 0 1 13 14

108 统计评价 1 0 0 9 10

200200200200 铁路标准铁路标准铁路标准铁路标准 185185185185 1139113911391139 19191919 56565656 1399139913991399

201 铁路装备 165 964 19 40 1188

202 工程建设 7 115 0 12 134

203 运营与服务 13 60 0 4 77

300300300300 公路标准公路标准公路标准公路标准 289289289289 584584584584 144144144144 675675675675 1692169216921692

301 基础 35 16 13 7 71

302 安全应急 26 28 28 47 129

303 运输服务 54 75 35 72 236

304 公路建设 5 81 0 37 123

4.表中的标准统计数字截止时间为2016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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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 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国标国标国标国标 行标行标行标行标 国标国标国标国标 行标行标行标行标

305 公路养护 0 16 0 30 46

306 公路管理 0 0 0 41 41

307 公路运营 0 1 0 42 43

308 信息化 62 84 41 85 272

309 节能环保 8 23 7 67 105

3010 设施装备 99 260 20 247 626

400400400400 水运标准水运标准水运标准水运标准 158158158158 479479479479 161161161161 1228122812281228 2026202620262026

401 基础 11 19 15 47 92

402 安全应急 62 63 38 148 311

403 运输服务 17 91 31 151 290

404 工程建设 3 139 0 388 530

405 信息化 15 35 13 66 129

406 节能环保 16 37 29 144 226

407 设施设备 34 95 35 284 448

500500500500 民航标准民航标准民航标准民航标准 42424242 435435435435 0000 412412412412 889889889889

501 信息化 0 46 0 135 181

502 航空运输 9 37 0 20 66

503 通用航空 2 20 0 52 74

504 航空安全 1 4 0 6 11

505 航空器维修工程 0 103 0 1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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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已发布项目数 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拟制定项目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国标国标国标国标 行标行标行标行标 国标国标国标国标 行标行标行标行标

506 机场工程建设 0 32 0 64 96

507
民用机场地面保障

与服务
18 46 0 11 75

508 航油航化 6 66 0 55 127

509 空中交通管理 0 63 0 30 93

5010 航空安保 0 4 0 5 9

5011 航空医学 1 7 0 15 23

5012 其他 5 7 0 3 15

600600600600 邮政标准邮政标准邮政标准邮政标准 15151515 56565656 14141414 53535353 138138138138

601 基础 4 9 2 4 19

602 安全 1 5 0 3 9

603 设施设备与用品 8 32 1 11 52

604 服务与管理 2 5 4 15 26

605 信息化 0 5 7 20 32

700700700700 其他标准其他标准其他标准其他标准 0000 15151515 0000 7777 22222222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735735735735 2740274027402740 439439439439 2575257525752575 6666489489489489

（一）综合交通运输标准。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包括涉及两种及两种以上交通运输

方式协调衔接的相关标准，各运输方式单独使用和单一服务



17

所涉及的标准不纳入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范畴，对于促进

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衔接与协同发展，提高综合交通运

输一体化服务水平，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

用。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分为基础、运输服务、运输装备与产

品、工程设施、安全应急、信息化、节能环保、统计评价等

8 类，详见图 4。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合计 323 项。已发布国家标准 46 项，

行业标准 32 项，拟制定国家标准 101 项，行业标准 144 项。

（二）铁路标准。

铁路标准分为铁路装备、工程建设和运营与服务等 3类，

详见图 5。铁路装备标准包括通用与综合、机车车辆、工务

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工程建设标准包括基础、综

合、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运输服务标准包括基础通

用、行车组织、客运与服务、货运与服务、治安防控等。

铁路标准合计 1399 项，已发布国家标准 185 项，行业

标准 1139 项，拟制定国家标准 19 项，行业标准 56 项。

（三）公路标准。

公路标准分为基础、安全应急、运输服务、公路建设、

公路养护、公路管理、公路运营、信息化、节能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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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等 10 类，详见图 6。基础标准包含术语、符号与标识、

分类与编码等；安全应急标准包含道路工程建设安全、道路

运输与作业安全、安全管理、应急救助等；运输服务标准包

含道路运输作业条件与规范、汽车维修、服务质量与评价等；

公路建设标准包括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改扩建、造价

等；公路养护标准包括养护管理、评定、设计与施工等；公

路管理标准包括收费公路、公路执法等；公路运营标准包括

运行评估与组织协调、出行服务等；信息化标准包含信息采

集与格式、数据交换与共享等；节能环保标准包含生态保护、

污染防治等；设施装备标准包含运输车辆、交通工程设施产

品等标准。

公路标准合计 1692 项，已发布国家标准 289 项，行业

标准 584 项，拟制定国家标准 144 项，行业标准 675 项。

（四）水运标准。

水运标准分为基础、安全应急、运输服务、工程建设、

信息化、节能环保、设施设备等 7 类，详见图 7。基础标准

包含术语、符号与标识、分类与编码等；安全应急标准包含

水路运输与作业安全、航海安全、救助打捞、事故应急等；

运输服务标准包含水路运输作业条件与规范、测绘服务、服

务质量与评价等；工程建设标准包括综合、规划、勘测、设

计、施工、试验、检测与监测、监理、安全、工程造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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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工程信息等；信息化标准包含信息采集与格式、数据交

换与共享等；节能环保标准包含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设

施装备标准包含运输船舶、港口设施设备、疏浚装备等标准。

水运标准合计 2026 项，已发布国家标准 158 项，行业

标准 479 项，拟制定国家标准 161 项，行业标准 1228 项。

（五）民航标准。

民航标准包括民用航空领域的各类标准，分为信息化、

航空运输、通用航空、航空安全、航空器维修工程、机场工

程建设、民用机场地面保障与服务、航油航化、空中交通管

理、航空安保、航空医学和其他等 12 类，详见图 8。

民航标准合计 889 项，已发布国家标准 42 项，行业标

准 435 项，拟制定行业标准 412 项。

（六）邮政标准。

邮政标准分为基础、安全、设施设备与用品、服务与管

理、信息化等 5 类，详见图 9。

邮政标准合计 138 项，已发布国家标准 15 项，行业标

准 56 项，拟制定国家标准 14 项，行业标准 53 项。

（七）其他标准。

其他标准包括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管理、科技信息和报

告管理、政府网站管理、行政执法、反恐怖防范要求、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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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

其他标准合计 22 项，已发布行业标准 15 项，拟制定行

业标准 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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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运 服 务

1 0 2 .3
邮 政 业 服 务

1 0 2 .2
货 运 服 务

1 0 4  工 程 设 施

1 0 4 .1
综合客运枢纽

1 0 4 .3
复 合 通 道 （路 线 与 桥 隧）

1 0 4 .2
综合货运枢纽

1 0 4 .4
交 叉 设 施

1 0 5  安 全 应 急

1 0 5 .1
客运安全应急

1 0 5 .2
货运安全应急

1 0 6  信 息 化

1 0 6 .1
通 用

1 0 6 .3
货运服务信息化

1 0 6 .2
客运服务信息化

1 0 6 .4
邮政业服务信息化

1 0 8  统 计 评 价

1 0 8 .1
统 计

1 0 8 .2
评 价

1 0 3  运输装备与产品

1 0 3 .1
载 运 工 具

1 0 3 .3
换装换乘设备

1 0 3 .2
装 载 单 元

1 0 3 .4
邮政业运输装

备 和 产 品

1 0 7  节 能 环 保

1 0 7 .1
节 能 降 碳

1 0 7 .2
生 态 保 护

1 0 7 .3
污 染 防 治

1 0 7 .5
监 测 、评 定 与 监 管

1 0 7 .4
资源循环利用

图图图图 4444 综合综合综合综合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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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工 程 建 设

2 0 2 .1
基 础

2 0 2 .2
综 合

2 0 2 .3
勘 察

2 0 2 .4
设 计

2 0 2 .5
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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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通 用

2 0 3 .2
行 车 组 织

2 0 3 .3
客 运 与 服 务

2 0 3 .4
货 运 与 服 务

2 0 3 .5
治 安 防 控

图图图图 5555 铁路技术铁路技术铁路技术铁路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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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1  基 础 标 准

3 0 1 .1
术 语

3 0 1 .2
符 号 与 标 志

3 0 1 .3
分 类 与 编 码

3 0 1 .4
数据元与元数据

3 0 2  安 全 应 急

3 0 2 .2
运输与作业安全

3 0 2 .3
安全设施设备

3 0 2 .4
安 全 管 理

3 0 2 .5
应 急 救 助

3 0 0
公
路
标
准

3 0 3  运 输 服 务

3 0 3 .1
企 业 条 件

3 0 3 .2
人员技能素质与培训

3 0 3 .3
运输作业条件与规范

3 0 3 .4
汽 车 维 修

3 0 3 .5
服务质量与评价

3 0 4  公 路 建 设

30 8  信 息 化

3 0 8 .1
信息采集与格式

3 0 8 .2
数据交换与共享

3 0 8 .3
信 息 安 全

3 0 8 .4
信息设施设备

3 0 8 .5
信息应用技术

3010 设 施 装 备

3 0 1 0 .1
客 运 车 辆

301 0 .2
货 运 车 辆

301 0 .3
交通工程设施

301 0 .4
公路工程材料与设备

301 0 .5
桥涵工程产品

301 0 .6
检测仪器设备

3 0 4 .2  
基 础

3 0 4 .3  
勘 测

3 0 4 .4  
设 计

3 0 4 .6  
施 工

3 0 4 .7  
监 理

3 0 4 .1  
综 合

3 0 4 .5  
试 验 检 测

3 0 4 .8  
改 扩 建

3 0 4 .9  
造 价

3 0 9  节 能 环 保

3 0 9 .1
节 能 降 碳

3 0 9 .2
生 态 保 护

3 0 9 .3
污 染 防 治

3 0 9 .5
监 测 、评 定 与 监 管

3 0 5  公 路 养 护

3 0 5 .1
基 础

3 0 5 .2
养 护 管 理

3 0 5 .3
评 定

3 0 5 .4
设 计 与 施 工

3 0 5 .5
试 验 检 测

3 0 6  公 路 管 理

3 0 6 .1
基 础

3 0 6 .2
收 费 公 路

3 0 6 .3
公 路 执 法

3 0 6 .4
应 急 管 理

3 0 7  公 路 运 营

3 0 7 .1
基 础

3 0 7 .2
数据采集与交换

3 0 7 .3
运行评估与组织协调

3 0 7 .4
出 行 服 务

3 0 5 .6
造 价

3 0 7 .5
检 测

3 0 2 .1
工程建设安全

3 0 9 .4
资源循环利用

图图图图 6666 公路技术公路技术公路技术公路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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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1  基 础 标 准

4 0 1 .1
术 语

4 0 1 .2
符 号 与 标 志

4 0 1 .3
分 类 与 编 码

4 0 1 .4
数据元与元数据

4 0 2  安 全 应 急

4 0 2 .2
运输与作业安全

4 0 2 .3
安全设施设备

4 0 2 .4
安 全 管 理

4 0 2 .5
应 急 救 助

4 0 0
水
运
标
准

4 0 3  运 输 服 务

4 0 3 .1
企 业 条 件

4 0 3 .2
人员技能素质与培训

4 0 3 .3
运输作业条件与规范

4 0 3 .5
测 绘 服 务

4 0 3 .6
服务质量与评价

4 0 4  工 程 建 设

40 5  信 息 化

4 0 5 .1
信息采集与格式

4 0 5 .2
数据交换与共享

4 0 5 .3
信 息 安 全

4 0 5 .4
信息设施设备

4 0 5 .5
信息应用技术

4 0 7  设 施 装 备

4 0 7 .1
运 输 船 舶

4 0 7 .2
港口设施装备

4 0 7 .3
疏 浚 装 备

4 0 7 .4
检测仪器设备

4 0 4 .2  
规 划

4 0 4 .3  
勘 测

4 0 4 .4  
设 计

4 0 4 .6  
试 验

4 0 4 .7  
检 测 与
监 测

4 0 4 .1  
综 合

4 0 4 .5  
施 工

4 0 4 .8  
监 理

4 0 4 .1 0  
工 程 造

价

4 0 4 .1 1  
环 保

4 0 4 .9  
安 全

4 0 6  节 能 环 保

4 0 6 .1
节 能 降 碳

4 0 6 .2
生 态 保 护

4 0 6 .3
污 染 防 治

4 0 6 .5
监 测 、评 定 与 监 管

4 0 3 .4
设备维护维修

4 0 4 .1 2  
工 程 信

息

4 0 2 .1
工程建设安全

4 0 6 .4
资源循环利用

图图图图 7777 水运技术水运技术水运技术水运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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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1  信 息 化

5 0 1 .1
总 体 标 准

5 0 1 .2
工 程 项 目

5 0 0
民
航
标
准

5 0 2  航 空 运 输

5 0 2 .1
基 本 要 求

5 0 2 .2
旅 客 、行 李 运 输

5 0 2 .3
货 物 运 输

5 0 3  通 用 航 空

5 0 3 .1
基 础 、通 用 标 准

5 0 3 .2
作业与飞行服务

5 0 3 .3
机 载 设 备

5 0 4  航 空 安 全

5 0 4 .1
不安全事件调查

5 0 4 .2
航空安全信息管理

5 0 5  航空器维修工程

5 0 5 .1
维 修 管 理

5 0 6  机场工程建设

5 0 6 .1
运输机场工程建设

5 0 6 .2
通用机场工程建设

5 0 7  民用机场地面保障与服务

5 0 7 .1
民用机场其他设备

5 0 7 .2
民用机场专用设备

5 0 7 .3
民用机场运行服务

5 0 8  航 油 航 化

5 0 8 .1
航 空 油 料

5 0 8 .2
航 空 化 学 品

5 0 8 .3
航空舱内材料

5010 航 空 安 保

5 0 1 0 .1
基 础

5 0 1 0 .2
安 保 技 术

50 1 0 .3
信 息 管 理

5011 航 空 医 学

5 0 1 1 .1
航空人员医学

鉴 定

50 1 1 .2
航空卫生保障

5 1 1 .3
航空人员心理

鉴 定

5012 其 他

5 0 3 .4
运 行 保 障

5 0 3 .5
安 全 管 理

5 0 5 .2
维 修 安 全

5 0 5 .3
维 修 设 施

5 0 5 .4
维 修 设 备

5 0 5 .5
维修特种作业

5 0 5 .6
维 修 人 员

5 0 5 .7
维 修 器 材

5 0 5 .8
维 修 培 训

5 0 5 .9
维 修 基 础

5 0 9  空中交通管理

5 0 9 .1
空 域 管 理

5 0 9 .2
空中交通服务

5 0 9 .3
空中情报服务

5 0 9 .4
空 管 通 信

5 0 9 .5
空 管 导 航

5 0 9 .6
空 管 监 视

5 0 9 .7
附 属 设 备

5 0 9 .8
飞 行 校 验

5 0 9 .9
民用航空气象

501 0 .4
消 防

5 0 1 1 .4
飞 行 事 故/事 故 征 候/
不安全事件医学调查

501 1 .5
机场应急救护

501 1 .6
监 察 员 （航 空 卫 生 类）信 息 管
理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图图图图 8888 民航技术民航技术民航技术民航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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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0  
邮
政
标
准

6 0 1  基 础

6 0 1 .1
标 准 化 导 则

6 0 1 .2
术 语

6 0 2  安 全

6 0 2 .1
生 产 安 全

6 0 2 .3
其 他

6 0 2 .2
信 息 安 全

6 0 3  设施设备与用品

6 0 3 .1
设 施 与 设 备

6 0 3 .2
用 品

6 0 4  服 务 与 管 理

6 0 4 .1
服 务

6 0 4 .2
管 理

6 0 5  信 息 化

6 0 5 .1
信 息 采 集

6 0 5 .3
信息系统与平台

6 0 5 .2
信 息 交 换

6 0 5 .4
其 他

6 0 1 .3
分 类 与 代 码

6 0 1 .4
其 他

图图图图 9999 邮政技术邮政技术邮政技术邮政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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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国际化体系

标准是构建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高点”，是促进互联互

通的“通行证”。构建交通运输标准国际化体系对于提升行

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支撑我国交通运输产品、技术、装

备、服务“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标准国际化体系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制修订、参与国际标准化

活动和国内外标准翻译等内容。

（一）国际标准制修订。

交通运输行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累计主

持和参与 96 项国际标准的制修订项目，其中铁路 86 项，公

路水运 10 项。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准 14 项，国

际电工组织（IEC）标准 81 项，以及国际航标协会（IALA）

标准 1 项。

为提高交通运输标准国际化水平，应进一步加大国际标

准制修订工作力度，重点在高速铁路、港口机械、集装箱、

疏浚装备、智能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加强国际标准跟踪

评估，重视人才培养，深入了解国际标准制定需求，研究国

际标准制定程序和规则，培育和推动行业优势特色技术标准

成为国际标准。

（二）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交通运输行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通过承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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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组织领导职务，可以增强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提

高我国在国际标准化工作中的地位。中国铁路技术专家担任

国际标准化组织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ISO/TC269）机车车

辆分委员会、国际铁路联盟（UIC）高速与城际委员会副主

席职务，负责 ISO/TC269 SC1 基础设施分技术委员会联合秘

书处工作，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技术标准推向世界。在轨

道交通电气设备与系统国际标准化领域，我国在 IEC/TC9 的

贡献率排名已上升至第 5 位，主持编制的国际标准项目累计

10 个。公路水运领域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活动，承

担国际标准化组织集装箱技术委员会（ISO/TC104）工作组

召集人职务，承办标准化国际会议，开展标准投票及有关技

术交流。

交通运输行业要充分利用国家标准国际化合作机制与

平台，全面谋划和参与国际标准化战略、政策和规则的制定

修改，提升我国对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贡献度和影响力。积极

与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联系，深化交通

运输行业的标准互认、标准体系对接、国际标准共同制定等

工作。完善与相关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对接机制，争取担

任国际标准化组织领导职务，承担秘书处管理工作。实施国

际标准化人才培育计划，培养懂技术、懂规则的国际标准化

专业人才。依托国际交流和对外援助，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

的标准化人才培训与交流项目，互利互助共同推动标准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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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三）国内外标准翻译。

结合海外工程承包、设备出口和对外援建，交通运输行

业加快标准外文翻译工作，推动交通运输标准“走出去”。

已发布和计划开展 153 项标准翻译工作，其中已发布铁路标

准 64 项，包括铁路工程建设、铁路装备等方面；已发布和

计划翻译公路标准 58 项，包括公路工程建设、智能运输等

方面；已发布和计划翻译水运标准 31 项，包括水运工程建

设、港口装卸设备等方面。翻译语言主要为英语、法语、俄

语。

应积极推动建立交通运输行业标准的中外文同步出版

工作机制，加快铁路、公路、水运等领域重要标准的外文翻

译出版，加强高速铁路、长大桥隧、深水筑港等先进技术标

准的国际应用。开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走出

去”需求调研，优先组织开展服务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等急

需领域的国家、行业标准外文版翻译及出版工作，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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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监督体系

标准实施监督是贯彻执行标准和保障标准得到有效应

用的重要手段，是提高交通运输服务、工程建设和产品质量

的重要技术支撑，是标准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运输

标准化实施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标准宣贯、工程与产品质量监

督、标准实施效果评价，以及计量、检验检测、认证等内容。

工程与产品质量监督是标准实施监督的重要方式，计量、检

验检测和认证是保证标准实施监督的重要技术基础。

（一）工程和产品质量监督。

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规范，对重点工程和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有效促进了标准实

施应用。在工程质量监督方面，发布了《铁路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规定》《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暂行办法》《民

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督查办法》，为依法加强工程质量监管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面，发布了《交通运输产品质量行业

监督抽查管理办法（试行）》《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监督管理产

品目录》《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以及 56 项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和实施细则，涵盖铁路、公路和水

运领域的重点产品。国家邮政局依据相关标准开展了住宅信

报箱建设规范检查和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检查工作，促

http://www.baidu.com/link?url=zdvrZmR-Lii3J8lyA8Qju80AlBSg7wHaVAeEsPLHHf6YfRG5qjIixJw6cWgV7LoNmOP7vPSWwR-sZE4uw3OjC6ffUMbdoU0pnlLIhWl4m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zdvrZmR-Lii3J8lyA8Qju80AlBSg7wHaVAeEsPLHHf6YfRG5qjIixJw6cWgV7LoNmOP7vPSWwR-sZE4uw3OjC6ffUMbdoU0pnlLIhWl4m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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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标准的实施。

为进一步完善工程与产品质量监督制度体系，应修订

《交通运输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管理办法》，规范公路水

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修订《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监督管

理产品目录》，加快编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为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提供依据。按照“双随机”的要求，健全工

程与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机制，扩大质量监督覆盖面，增强监

督力度。

（二）计量。

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保障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通过

对检验检测设备进行计量检定、校准，为检测数据的准确可

靠提供技术保障。交通运输行业十分重视计量工作。在机构

设置方面，成立了国家轨道衡计量站、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

量站、国家道路与桥梁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国家水运工程

检测设备计量站和国家船舶舱容积计量站，组建了全国铁路

专用计量器具计量技术委员会、全国公路专用计量器具计量

技术委员会。在管理制度方面，制定了铁路、民航领域计量

管理办法和计量人员管理办法，发布了铁路、公路工程和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计量管理目录。

为满足交通运输发展和标准化发展对计量的紧迫需求，

需着力提升交通运输计量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交通运输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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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测试技术的基础研究工作，系统开展计量标准体系建

设，完善专业量传溯源体系。重点研究与动态测量、远程测

试、无损检测、多参数集成测试等相关的量传溯源方法，加

强专业计量校准服务能力建设，加快计量技术规范的制修

订。构建行业计量服务网络，成立全国水运专用计量器具计

量技术委员会。完善交通运输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计量管理目

录，加强对贸易结算、安全防护、环境监测、行政执法等领

域计量器具的监管，提升行业重点计量器具质量。

交通运输行业计量技术规范合计 364 项，已发布 264 项，

在编和待编 100 项。其中已发布铁路 129 项，公路 49 项，

水运 21 项，民航 65 项。在编和待编公路 54 项，水运 34 项，

民航 12 项。

（三）检验检测。

检验检测是依据方法标准,对工程和产品进行质量判

定，并出具判定结果的行为，是标准实施的重要技术基础。

交通运输行业制定了《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和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设立了涵盖公路水运工程

检验检测、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两类业务领域的检验检测机

构。公路工程和水运工程等级试验检测机构共计 2193 家，

以及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 2061 家；通过国家计量认证交

通评审组评审并获得国家级实验室资质认定的检测机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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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为进一步提升检验检测机构服务质量，根据国家和行业

关于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相关意见精神，指导和推动检验

检测机构立足行业实际，科学确定功能定位，优化布局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构建运行有效的试验检测诚信体系，开

展行为规范、流程标准、技术先进的检验检测工作，逐步发

展为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机构，提

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交通运输事业发

展。

（四）认证。

认证是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

标准或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是标准实施的

有效途径之一。认证对象包括体系、产品和服务。交通运输

产品认证工作围绕行业重点监督管理产品目录开展，覆盖交

通工程建设和运输各个领域，已制定交通运输产品认证规则

128 项，涵盖道路用沥青、公路桥梁支座、波形梁钢护栏等

交通运输产品，对推动行业产品标准实施，从源头强化交通

建设质量和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市场自愿性产品认证，提高自愿性产品认

证在设计、招投标、工程建设等活动中的采信度。加快公路

工程构件、交通工程、船舶及用品、港口产品、道路运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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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汽车维修检测设备等方面产品认证规则的制定。拓展产

品认证范围，开展节能减排产品等的认证工作。探索服务认

证方法及模式，开展运输服务、物流、邮政速递服务、汽车

租赁或出租服务、汽车船舶保养和修理等服务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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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撑保障体系

标准化支撑保障体系，为标准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

条件，包括标准化组织机构、人才队伍和经费保障。现已形

成涵盖交通运输各专业领域的标准化技术组织体系，建设了

一支 1500 余人的标准化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拥

有稳定的标准化工作资金来源。

（一）组织保障。

交通运输部成立了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筹

协调综合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邮政领域标

准化工作。部科学研究院成立部标准化管理工作支撑机构，

负责标准化政策制度研究、交通运输技术标准审查和信息平

台维护等工作。行业现有标准化研究单位、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和标准技术归口管理单位 40 余家，组织开展交通运

输各领域标准制修订、技术审查、宣贯、复审等工作。

要进一步加强标准化科研及技术支撑机构能力建设，改

善科研基础条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

力，支持其承担标准化科研项目，提高标准化工作支撑能力。

优化专业标委会布局，减少专业交叉，强化标委会管理，形

成覆盖全面、范围清晰、责任明确、布局合理的组织体系。

加强跨领域、综合性联合工作组建设，提高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成员构成的广泛性、代表性。支持标准化科研机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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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委员会及标准出版发行机构等发展，加强标准化服务

能力建设。

（二）人才队伍。

交通运输行业建立了一支 1500 余人的标准化队伍，含

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邮政各领域标准化管理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在加快推进标准化工作、提升行业标准化总体

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力保障了行业标准化工作的

开展。随着对标准重要性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

加入到标准化队伍中，参与标准研究、制修订及论证咨询等

工作。

要进一步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标准化人才培

养计划，加强标准化人员保障，重点加强标准化专业人才、

管理人才和企业标准化人员培养，加强行业计量、检验检测、

认证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行业亟需的国际型、复合型标准化

领军人才培养，提高行业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

力。培养既掌握标准化专业知识，又熟悉专业技术、精通外

语、了解国际规则、懂得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的标准化

专家人才，建立行业标准化专家库。将从事标准化工作的业

绩与技术职称评定、个人荣誉与待遇挂钩，吸引优秀专业人

才从事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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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支持。

经费保障是标准化工作发展的基础。标准化经费的来

源，包括交通运输行业的标准化项目经费、国家标准制修订

经费和工程与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标准研

究、制修订、翻译、复审、实施监督等工作。

在保障现有标准化经费投入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加大对

基础性、公益性标准研究制定的支持力度，集中优势资源，

保障重要标准研究制定和推广实施，加大对标准实施工作的

投入。拓展标准化经费来源渠道，逐步建立标准化工作社会

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企业、团体和社会加大标准化活

动投入，形成政府资助、多方投入、共同支持的标准化经费

保障格局。建立经费统筹管理机制，统筹用好标准化资金，

加强项目管理，合理有效使用资金，形成健全的经费保障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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