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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消费品不断涌入市场，在带给人们丰富多彩生活的同
时，由消费品引发的安全事件也层出不穷，从玩具、牙膏到服装、汽车轮胎等一系列质量安全事件，
严重影响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和消费信心，阻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更有损于我国消费品的品牌形
象。
据调查测算，我国出口企业中近60%遭到过国外退货或召回，对我国出口产品造成的直接或潜在影响
每年超过450亿美元，占年出口总额的25%以上。
在众多被召回或退货的商品中，涉及消费品的占绝大多数，据欧盟非食品快速预警系统通报中显示，
自2004年到2010年，我国几乎每年都是世界上受通报最多的国家，每年由此造成巨大的直接和潜在的
经济损失，极大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上，为保障在欧盟市场中流通产品的安全性，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技术协调的“新方法”，即欧
盟在技术协调方面实施了在法律体系中采用标准的原则。
欧盟新方法指令中只规定产品所应达到的卫生和安全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时再制定协调标准来满足这
些基本要求。
目前，根据欧盟新方法指令大约制定了2000多条协调标准，这些标准共同构成了欧盟的产品安全标准
体系。
美国的消费品安全检测方法标准体系由“技术法规”和“自愿标准”构成，“自愿标准”由各有关部
门和机构自愿编写、自愿采用。
这些较为成熟和科学的标准体系为提高美国产品质量、拓展国际贸易、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amp;nbsp；，“十七大”报
告中明确要求“立足以质取胜”、“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温总理在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了保障产品安全的6项措施。
虽然我国消费品安全检测方法标准工作得到不断加强，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检测方法标准的研究还
相当薄弱，在很多方面没有标准或标准不配套，由此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出口消费品标
准滞后于国际标准、标准缺失或标准不一致，标准体系缺乏运作和实施机制保障，导致对消费品质量
安全事件不能采取及时有力的应对措施。
从标准制定的可持续性和科学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一个系统而完善的消费品安全标准体系至关重要。
可见，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消费品安全问题的要求，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的核
心理念，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对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
在建立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体系的基础上，修订我国消费品标准中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
，增订急需的项目，不断提高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的质量和研制效率，体现了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工
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提升我国消费品安全的整体水
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于2008年将构建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体系作为重要研究任务，在质检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我国检测方法标准体系研究”课题任务书中提出，组织来自消费品部分行业的专家和学者共
同完成该项目的研究，并于2011年通过课题验收。
本书以课题“我国检测方法标准体系研究”中子课题“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为
基础，在研究分析国际标准化组织（如ISO、IEC、ITU）及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欧盟等
）消费品相关检测方法标准体系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和提出我国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体系检测对
象和检测指标的分类原则，构建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科学、合理、具有操作性的消费品
领域检测方法标准体系基本框架；重新分类、整合了现行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提出了我国急需加强
的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制、修订清单和保障我国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体系建设有效运行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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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成果对于提高消费品安全水平、保障消费者健康和权益、推动消费品标准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要特别感谢曾经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朱焰、吴丹平、罗炘、徐路、刘幼红、李
素青、曾雁鸿等消费品标准化行业的专家，他们曾为本书的编写不辞辛劳地提供了许多相关消费品行
业的资料。
还要感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是：邱月明副院长，汤万金副院长，战略所的刘俊
华副所长，《标准科学》杂志社的刘智洋副社长，食品所的杨丽博士、云振宇博士，资源环境分院的
潘崇超博士、李鹏程博士等，他们曾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并给予了很多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者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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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本向广大读者普及和介绍国内外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体系现状，并提出构建我国消费晶检
测方法标准体系的思路、原则的书籍，本书以8类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消费品为例，对上述内
容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为从事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制定、检测方法研制的技术人员，提供
有关消费晶检测方法标准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也为相关管理人员、检测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
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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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们国家在国际电气安全标准活动中，一般总是被动地“采纳”标准（包括测试方法
），不能提出具体的测试方法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所采纳，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电气工业基础相对
薄弱，标准制定及测试技术与国际标准化的要求有差距，而与迄今的“家电大国”的称谓也不相符。
我们国家的地域辽阔、环境覆盖面广，生活习惯及对电器的使用习惯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另外，对具
体电器产品的品质要求、功能要求也不尽相同，需要我们基于此提出相应的电气安全标准。
（2）加紧研究制定家用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及验证及评价方法家用电器安全是电器正常使用的基础
，电器的正常使用寿命与其安全使用寿命决定了电器安全使用的可靠性。
鉴于我们国家家电产品的超期服役、以及二手家电市场的不确定性，极易造成电器使用的安全事故或
隐患。
结合目前家电下乡，促进内需的市场政策，极有必要对家用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及验证及评价方法进
行系统的研究。
（3）在广泛研究国际及发达国家电器产品能效标准的基础上，提出适用于我国的测试方法标准家电
产品的能效标准及测试方法的科学合理制定，关系到积极有效地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
目前的电器产品测试方法相对陈旧，与电器的实际使用情况的能源消耗情况不尽相符，不能真实反映
一下电器产品（如电冰箱、房间空调器等）实际能源消耗情况，因此，应尽快研究并制定更为科学合
理的、更是与我国实际环境和使用情况的能效测试方法及标准。
针对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家电产品，进快完善其标准和检测方法，如电热水器、电饭锅、豆浆机等一
些适合我国消费及使用的电器产品，因无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电器安全标准），一般的方法均为借
用类似的产品标准，因此，急需弥补全。
针对电器产品的环境设计、绿色制造、清洁生产的相关标准和测试方法包括：材料的分析与测试标准
和方法（有害物质的含量测试）、电器产品环境设计与绿色制造的评价方法、家电产品清洁生产方法
的审核等。
6.2.2 装饰装修材料针对家电产品及检测方法标准制修订需求，提出如下几方面建议。
（1）修订完善陶瓷砖系列检测方法标准①制定陶瓷砖不燃性试验方法陶瓷砖的质量安全隐患：抛光
砖是我国陶瓷砖的主导产品，也是我国特色产品，年产量估计可达40亿平方米。
陶瓷抛光砖为了表面防污或加强装饰效果，大多会在抛光表面涂上一层防污剂或光亮剂，在与国外陶
瓷专家交流中，已有反映说发现我国的陶瓷砖有易燃的现象，因此我国陶瓷砖在有些国家要通过不燃
性试验；我国虽是等同采用了ISO／EN标准，在标准技术要求中并无不燃性试验要求，但在欧盟指令
及合格评定要求中规定对陶瓷砖有此类试验要求，而我国没有相关技术法规，在标准中也无此项要求
，目前已发现有些防污剂是易燃的，存在潜在的火灾隐患；中央电视台的火灾也为我们敲了警钟，陶
瓷砖作为普遍使用的饰面材料有必须有要在标准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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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费品检测方法标准体系研究》是检测方法标准体系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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