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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２０１８《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是本标准的基础标准，与本标准配套使用。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０１７—２００８《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指南》，与ＧＢ／Ｔ１３０１７—２００８相比主要变化

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

———删除了“企业”“体系（系统）”“基础标准”“企业工程”“企业集成”等术语（见２００８版的３．１、３．２、

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３．１０）；修改了 “企业标准体系”“企业标准体系表”（见３．１、３．２，２００８版的

３．３、３．４）等术语；

———修改了“企业标准体系以技术标准为主体，还应包括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表述（见第５章，

２００８版的５．１）；

———删除了第４章（见２００８版的第４章）；

———修改了第５章，增加了“功能结构”，将原“企业标准体系层次结构”改为“属性结构”（见

第４章）；

———将原“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２００８版的第６章）改为资料性要素，放在附录Ａ；删除了简易模

式结构图（见２００８版的图９），增加了功能模式参考结构图（见图Ａ．１）；

———修改了参考标准明细表的格式（见表１，２００８版的表２）；

———增加了企业标准体系编制说明的内容（见第７章）；

———增加了标准统计表的内容（见第６章）；

———增加了“编制企业标准体系表的一般方法”内容（见第８章）；

———删除了“技术标准体系组成要素”“管理标准体系组成要素”“企业工程／集成标准体系结构图”

“基础标准体系结构图”“全国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缩略语”等资料性附录（见２００８版的

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

———删除了引言。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北京中标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沈阳昭软软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岳高峰、杜俊鹏、赵祖明、刘士华、张想想、孙育军、邬巧梅、杨青海、孙兆洋、

史立武、刘晓刚、张育润。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０１７—１９９１、ＧＢ／Ｔ１３０１７—１９９５、ＧＢ／Ｔ１３０１７—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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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企业标准统计表的形

式等的编制指南以及编制企业标准体系表的一般方法，并提供了常见的企业标准体系参考结构图以及

典型类型的企业标准体系表示例。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编制，工程项目标准体系表的编制也可以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２０１８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２０１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企业标准体系　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狔狊狋犲犿

企业已实施及拟实施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

３．２　

企业标准体系表　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狔狊狋犲犿

一种描述企业标准体系的模型，通常包括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还可以包括标准统计

表和编制说明。

４　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

４．１　概述

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是描述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关系的逻辑框图，包括内外部相关环境以及内部各

子体系的相互支撑、相互配合的逻辑关系。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企业可相应采用功能结构、属性结构或

序列结构。

４．２　功能结构

通常，企业标准体系功能结构由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基础保障标准体系和岗位标准体系

三个子体系组成，如图１所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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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和“企业标准化现状”是企业构建标准体系前应识别和分析的要素，是构建企业标准体系的源。

注２：“标准化规划方针、目标”是指企业愿景、价值定位以及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标准体系构建规划，包含企业标准

体系构建的远期和近期规划目标，为实现企业业绩体系构建所需的内容、要求及保障。

注３：“标准化规划方针、目标”是依据“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和“企业标准化现状”制定，它和企业适用的“法律法规”

“参考标准”共同构成企业标准体系构建所需的上层文件，用于指导构建企业标准体系，不列入企业标准体系。

注４：“法律法规”，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环境保护、职业健康

卫生、劳动保护等与标准化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注５：“参考标准”是指对企业有指导作用的标准，这些标准通常不在企业范围内直接使用，而是经过企业的识别和

归纳，将其中适用的内容转化在企业标准中。

注６：“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和“基础保障标准体系”构成了企业标准体系的两个主体分支，共同服务于企

业的业绩。

注７：“岗位标准体系”是“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和“基础保障标准体系”在岗位上落地的标准集合，依据“产

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和“基础保障标准体系”制定，落实“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和“基础保障标

准体系”的要求。

注８：功能结构的详细表达可参见图Ａ．１。

图１　企业标准体系功能结构

４．３　属性结构

通常，企业标准体系属性结构由技术标准体系、管理标准体系和工作标准体系等三个子体系组成，

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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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方针目标”“法律法规”“基础标准”是构建企业标准体系的依据和外部环境，属于上层文件。

注２：“方针目标”，是指企业标准化方针和目标，提出了企业标准化工作的愿景、价值定位、实施策略和近期阶段性

目标等。

注３：“法律法规”，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环境保护、职业健康

卫生、劳动保护等与标准化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注４：“基础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国际标准等；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技术兼容性，企业

宜采用公开发布的外部标准；企业采纳的基础标准是在本企业已经采用、拟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国家、行业、团

体、地方标准或国际标准；通常不单独列出，融入各相关子体系中，需要时也可单独列出。

注５：“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标准体系”间的连线表示二者之间的交互制约作用。

注６：“工作标准体系”同时实施“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标准体系”中的相应规定，是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共同指导

和制约下的下层标准。

注７：属性结构的详细表达可参见Ａ．２、Ａ．３；属性结构的技术标准体系也可以参考附录Ｂ；附录Ｃ提供的示例，是根

据实际需要，对属性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

图２　企业标准体系属性结构

４．４　序列结构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按企业、产品、服务、过程或项目等的工作序列构造标准体系结构图。序

列结构一般用于局部标准体系的构建，详见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２０１８。

５　标准明细表

标准明细表的表头，是描述标准明细的不同属性，应根据企业标准化管理的需要而设定；通常包括

序号、标准体系编号、子体系名称、标准名称、引用标准编号、归口部门、实施缓急程度、宜定级别、标准状

态等。标准明细表常见格式如表１所示，相关示例参见附录Ｂ、附录Ｄ、附录Ｅ；标准明细表可以根据使

用需要，从不同的维度标准体系结构图进行展示，参见附录Ｅ。

表１　××（层次或序列编号）标准明细表

序号 标准体系编号 子体系名称 标准名称 归口部门 备注

　　为适应企业的统计查找等需求，标准体系明细表还可简化，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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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层次或序列编号）标准明细简表

序号 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归 口 部 门 备 注

６　标准统计表

按照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２０１８的规定，标准统计表的格式根据统计目的，可设置不同的标准类别（如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及统计项（如基础标准、方法标准等）。

７　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

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可包括但不限于：

ａ）　企业标准体系建设的背景；

ｂ）　企业标准体系建设的目标和实施策略；

ｃ）　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依据；

ｄ）　本企业、行业、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的标准化现状、问题和需求分析；

ｅ）　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关系，子体系的划分依据和划分情况，各子体系内容说明（概念内涵、边界范

围、适用领域）；

ｆ）　企业标准明细表和统计分析，结合企业标准统计表分析现有标准与国际、国外标准的差异、特

点和优势或薄弱环节，明确近期及将来的标准化重点方向；

ｇ）　编制过程中的问题总结和实施建议。

８　编制企业标准体系表的一般方法

８．１　概述

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是一项复杂工作，需要领导支持和参与，以业务部门为主体，以标准化部门为

支撑，通过需求调研、确定原则和目标、明确范围边界，编制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对标准明细进

行统计分析，编写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

８．２　确定目标和原则

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制定企业标准体系建设目标，确定构建企业标准体系的原则，明确纳入

企业标准体系的标准收录原则。

８．３　界定范围和边界

根据企业标准体系建设目标和原则，明确企业标准体系范围，界定企业标准体系的边界。通常

包括：

ａ）　从业务经营、专业领域、产品体系、标准类型、标准级别、用户需求等维度，对企业标准体系进行

深入分析，分析企业标准体系的边界，确定企业标准体系覆盖的内容范围，涵盖的业务活动、专

业领域、产品范围等；

ｂ）　确定收录的企业内部规范性文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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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确定收录的企业外部规范性文件的范围，国际和国外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

体标准以及其他先进企业标准，以及相关起到标准作用的技术法规、行业规定等。

８．４　明确结构

根据建设目标和原则、范围和边界，通过不断优化，选择企业标准体系的结构形式，逐级确定企业标

准体系的结构。通常包括：

ａ）　明确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形式，可参照附录Ａ选用功能模式、集成模式或板块模式，也可根据企

业情况综合采纳三种模式，形成适宜的结构形式；

ｂ）　根据企业标准体系的复杂程度和自身特点，可按照自上向下、自下向上、两者结合等方式构建

标准体系的各级子体系；

ｃ）　明确各子体系之间的相互支撑、相互协调的逻辑关系，确定各子体系之间的边界和范围。

８．５　梳理标准明细表

根据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和标准收录原则，分析、梳理标准明细：

ａ）　结合企业的用户使用和管理需求，确定标准明细表格式；

ｂ）　分析整理纳入企业标准体系管理的现有标准和拟制定的标准；

ｃ）　召集相关领域专家，分析宜采用和拟采用的外部标准；

ｄ）　确定标准明细表的编号规则，编制标准明细表。

８．６　统计分析

根据企业标准化需要，按一定的标准类型角度，对标准明细进行统计分析。

８．７　编写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

参照第７章内容编写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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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企业标准体系参考结构图

犃．１　概述

企业标准体系作为支撑企业业务战略而构建的系统，宜根据生产经营的业务需求采用不同标准体

系结构图。

犃．２　功能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

犃．２．１　设置原则

功能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设置的主要依据：

ａ）　企业构建标准体系前应识别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以及企业标准化现状，需要分析企业标准体

系构建规划、方针、目标，并遵守法律法规，参考相关的上级标准；

ｂ）　围绕过程和过程的结果（产品），直接建立“基础保障标准体系”和“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

系”，再建立落实该二体系的“岗位标准体系”，完成实现企业标准体系的全要素。

犃．２．２　结构关系

功能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见图Ａ．１，其中：

ａ）　将图Ａ．１中的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基础保障标准体系和岗位标准体系三个方框直接

展开，扩展到子体系层次；

ｂ）　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基础保障标准体系是对企业标准体系的具体化和支撑。产品

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是为满足用户需求，规范产品实现／服务提供全过程而建立的体系；

基础保障标准体系是为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以管理对象为组成

要素建立的体系；岗位标准体系是为实现基础保障标准体系和产品实现／服务提供标准体系

有效落地，以岗位作业为组成要素建立的体系；

ｃ）　在该图已经展开到三类“子体系”的基础上，下一个层次则应由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分别列出其

他专业标准或专项标准；

ｄ）　岗位标准体系中也可按照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即按照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基层单位为基础，

分列出主要的岗位标准方框；

ｅ）　企业应根据实际对结构图中所列出的方框进行分析，进行相应的裁剪或做新的组合。

犃．２．３　适用范围

功能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适用于各种大型、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尚未全面建立、实施信息化

的企业可以此为基础，逐步改进完善企业标准体系向更高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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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由
产
品
实
现
／
服
务
提
供
标
准
体
系
、
基
础
保
障
标
准
体
系
和
岗
位
标
准
体
系
三
个
体
系
组
成
。

注
２
：
企
业
通
过
相
关
方
的
需
求
和
期
望
及
企
业
标
准
化
现
状
，
形
成
企
业
标
准
化
构
建
规
划
、
标
准
化
方
针
、
标
准
化
目
标
和
识
别
适
用
于
企
业
的
法
律
法
规
和
参
考
标
准
。
对
法
律
法
规
和
参

考
标
准
的
适
用
条
款
要
求
转
化
到
企
业
制
定
的
标
准
化
文
件
中
，
并
纳
入
到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

注
３
：
粗
虚
线
大
方
框
所
含
内
容
代
表
了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
最
上
部
三
组
方
框
是
建
立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的
指
导
性
文
件
。
体
系
表
中
的
设
置
内
容
，
包
括
所
示
方
框
但
不
限
于
此
，
企
业
宜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裁
剪
或
增
删
。

图
犃
．１
　
功
能
模
式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结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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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　集成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

犃．３．１　设置原则

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标准体系结构图中方框设置依据：

ａ）　参照ＧＢ／Ｔ２２０３２—２００８、ＧＢ／Ｔ１８７５７等标准中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技术标准

体系按产品生命周期序列展开；

ｂ）　ＩＳＯ／ＩＥＣ导则中高层体系结构图（ＨＬＳ）对管理体系标准结构的划分，管理标准体系中按管理

体系内容结构序列展开；

ｃ）　结合企业功能部门的设置、业务流程的实际情况。

犃．３．２　结构关系

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采用图２的属性结构，然后，再对层次内容予以细化，详见图 Ａ．２。该图由

３个层次组成，分别为：

ａ）　第一层为指导性标准，属于基础标准；为了突出企业集成、一体化管理体系标准对技术标准体

系和管理标准体系的指导关系，此处单独列出。

ｂ）　第二层为企业技术标准体系和企业管理标准体系；企业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标准体系的构建

要符合企业集成要求和一体化管理体系建设的要求。

示例：技术标准体系中的“设计”标准，在研发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质量要求（质量管理体系）、考虑绿色设计要求

（环境管理体系）、考虑安全设计（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同时，对于其他企业集成（信息集成、功能集成、自动化设备集

成），还要考虑ＣＡＤ数据标准、三维模型标注、数字化设计流程、自动化设备接口等要求。

ｃ）　第三层为企业工作标准体系。

犃．３．３　适用范围

集成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适用于大多数工业企业，尤其适用于有一体化管理体系整合、信息化

集成需求的企业，对于中小型工业企业、服务性企业、其他非盈利的组织机构以及工程项目的标准体系

结构图，也可参照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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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
带
下
划
线
的
方
框
，
仅
表
示
标
准
体
系
的
标
题
，
而
不
是
具
体
的
标
准
。

注
２
：
每
一
个
方
框
都
有
一
个
层
次
或
序
列
编
号
。

注
３
：
图
Ａ
．２
中
的
省
略
号
“
…
…
”
表
示
此
处
可
扩
充
其
他
标
准
，
根
据
企
业
实
际
情
况
而
定
。

注
４
：
图
Ａ
．２
中
“
技
术
标
准
体
系
”
中
“
环
境
保
护
、
职
业
健
康
、
安
全
、
风
险
、
知
识
和
创
新
…
…
”
，
单
独
列
出
。

注
５
：
图
Ａ
．２
中
的
“
基
础
标
准
”
包
括
适
用
于
本
企
业
的
国
际
标
准
、
国
家
标
准
、
行
业
标
准
、
团
体
标
准
等
，
此
处
从
逻
辑
上
表
明
企
业
标
准
宜
采
用
基
础
标
准
，
促
进
技
术
兼
容
性
；
基
础
标
准

不
宜
都
列
在
此
处
，
宜
嵌
入
到
相
应
的
标
准
子
体
系
中
。

注
６
：
图
Ａ
．２
中
“
指
导
标
准
”
包
括
“
企
业
工
程
／
集
成
”
标
准
、
“
一
体
化
管
理
体
系
”
标
准
，
是
企
业
实
施
的
基
础
标
准
，
采
用
企
业
集
成
、
一
体
化
管
理
体
系
的
理
念
指
导
企
业
构
建
标
准
体
系
。

图
犃
．２
　
集
成
模
式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结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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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板块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

犃．４．１　设置原则

结构图中方框设置的主要依据：

ａ）　由“战略方针顶层设计”板块、“资源管理”板块、“产品实现或服务提供”板块和“监测评审改进

创新”板块等四大板块组成，形成四大类功能分别归口的结构，并分别涵盖了所需要的技术标

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ｂ）　结构图参考ＧＢ／Ｔ１９００４—２０１１致力于“为系统地持续改进组织的整体绩效提供指南”，为企

业质量管理体系和企业标准体系更宽范围的目标合作提供了借鉴：

１）　除了有效性，还特别关注持续改进组织的总体业绩与效率；

２）　提供了以过程为基础的质量管理体系模式图所表达的“四大板块”，关注对象也由顾客扩

展到相关方；

３）　在“资源管理”中提供了七种类型的资源，为企业整体管理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犃．４．２　结构关系

板块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见图Ａ．３，其中：

ａ）　工作标准包括由“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各岗位人员工作标准和“全员通用”工作标准组

成，纳入“战略方针　顶层设计”板块中，是因为“全员参与”和“以人为本”正是企业战略的

需要；

ｂ）　四个板块为各类企业所通用，不能删除其中任何一个板块，但对板块内所包含的各层次要素

或过程，则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裁剪增补或做新的组合。

犃．４．３　适用范围

板块模式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尤其适用于对“过程管理”有一定理解或曾建立、实施过“质量管理体

系”的企业或组织，无论其产品是软件、硬件、流程性材料或服务。

企业标准体系结构图中的组成方框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裁剪（包含裁减和增补）。

图Ａ．３提供的标准体系结构图是为构建企业标准体系而提供的参考结构图，为企业编制本企业标准体

系结构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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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
四
个
细
虚
线
方
框
包
含
了
四
个
板
块
的
内
容
，
带
下
划
线
的
方
框
，
仅
表
示
“
标
题
”
之
意
，
不
含
标
准
明
细
；
有
阴
影
的
最
下
层
方
框
代
表
其
中
包
含
技
术
标
准
和
／
或
管
理
标
准
；
方
框
中
白
底

色
的
代
表
管
理
标
准
；
该
图
右
上
角
斜
体
字
方
框
表
示
工
作
标
准
。
而
粗
虚
线
大
方
框
所
含
内
容
代
表
了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
最
上
部
三
组
方
框
是
建
立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的
指
导
性
文
件
。

注
２
：
基
础
标
准
包
括
国
家
、
行
业
、
社
会
团
体
等
通
用
性
的
基
础
标
准
。

图
犃
．３
　
板
块
模
式
企
业
标
准
体
系
结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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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标准体系表示例

犅．１　概述

本附录提供了国内某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标准体系，该企业涉及复杂产品研制、试验和生产的全过

程，具有多个下属研究所和制造厂。该企业标准体系围绕科研生产及管理活动主线搭建，旨在通过构建

一套覆盖全面、完整配套、先进适用的企业统一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化的支撑、服务和引领作用，规范企

业科研生产管理，支撑企业综合能力全面提升。

犅．２　标准体系的范围和建设原则

企业标准体系以支撑科研生产及管理活动为目标，旨在进一步推动企业标准化战略转型，加强标准

化的支撑、服务和引领作用，规范科研生产管理，服务上下游单位，提升企业“软实力”。根据企业标准体

系目标，将标准体系表中的标准范围界定为企业科研生产及管理过程中涉及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上

级企业标准、本企业标准等，以及其他具有指导、规范作用的设计手册、技术文件模板、指南等。

企业标准体系建设原则包括：

ａ）　先进合理原则

标准体系的编制应注重系统策划，充分发挥各单位专业特长和技术优势，确保体系表内容充分

反映最新的技术与管理成果，体现未来发展需求，标准分类与设置科学合理。

ｂ）　协调匹配原则

围绕需求合理规划标准项目，确保纳入体系的各级标准项目协调匹配，确保标准体系对上级、

下级体系协调匹配，符合科研生产的实际需要和未来发展趋势，确保标准的先进性、可行性和

适用性，同时要适应开展国际、国内合作的需求，对配套单位起到牵引辐射作用。

ｃ）　开放兼容原则

标准体系的编制应最大限度地纳入现有的、适用的、符合科研生产需求的标准，同时可将科研

生产过程中具有指导、规范作用的设计手册、技术文件模板、指南纳入，建成去单位印记、去项

目标记，开放兼容的标准体系表。

ｄ）　动态管理原则

标准体系要不断完善，及时修订。覆盖范围动态调整，文件类型动态扩展，标准项目动态更新，

确保标准体系的有效适用。

犅．３　标准体系结构图及说明

犅．３．１　结构图

该企业标准体系共分为四层，如图Ｂ．１所示，结构形式综合采用了功能结构、属性结构和序列结构。

以第一层结构为例，按照功能结构形式，设计类、试验类、生产制造类、产品类等属于产品实现标准，基础

类、项目管理类、质量管理与安全类、服务保障类、信息化类等属于基础服务保障标准。按照属性结构形

式，基础类、设计类、试验类、生产制造类、产品类标准基本属于技术标准，项目管理类、质量管理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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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服务保障类标准基本属于管理标准，信息化类标准包含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从第二层到第四层的

层次结构中，主要以专业和产品角度，从整体到部分进行逐层分解、展开。

图犅．１　企业标准体系第一层结构图

犅．３．２　子体系内容说明

基础类、设计类、试验类等九个子体系是企业标准体系第一层。

ａ）　基础类

涵盖企业科研生产通用标准和技术基础标准。

ｂ）　设计类

重点围绕研制过程中设计内容进行分类，全面涵盖研制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专业设计内容，并对

同类专业进行合并。

ｃ）　试验类

重点围绕研制过程中的试验内容进行分类，全面涵盖研制过程中所涉及的大型试验项目，并对

同类试验项目进行合并。

ｄ）　生产制造类

涵盖产品生产制造全过程标准，充分体现以总装集成、金属结构、非金属结构、伺服系统、工艺

装备设计制造等为代表的核心能力在行业内的引领作用。

ｅ）　产品类

涵盖产品选用、验收和交付的相关规范，以适应企业产品体系建设需要。

ｆ）　项目管理类

涵盖项目管理相关要素标准。根据企业管理特点，质量管理单独列出。

ｇ）　质量管理与安全类

涵盖为支撑科研生产质量管理活动而编制或采用的一系列标准、手册及规范，并包含科研生产

安全参考标准。质量管理是提供复杂产品企业的特色管理活动。鉴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在

企业标准体系中单独设置成类。根据该企业实际情况，将安全与质量管理进行功能归口，合并

为一类。

ｈ）　服务保障类

涵盖支撑产品实现的各项服务保障要求。

３１

犌犅／犜１３０１７—２０１８



ｉ）　信息化类

重点围绕科研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涉及信息化平台、信息化系统与工具软件的建设、应用、运行

管理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信息化是该企业正在重点推进的工作，为了支撑信息化工作的顺

利开展，将信息化单独设置成类。

该标准体系的第二层至第四层主要采用了序列结构和功能结构。以基础类为例，第二层从专业和

产品的维度划分为十三类，如术语符号标准、技术制图标准、产品尺寸及几何技术规范、数系与数据标

准、通用方法标准、标准件等；同时兼顾了功能部门归口，如情报管理标准、档案管理标准、知识产权管理

标准、知识管理标准、设备和仪器管理标准、计量标准均属于功能部门归口。基础类的第三层级包括十

一个分类，该层主要按照标准件产品类别进行层次结构划分，如紧固件标准、保护件标准、密封件标准

等。基础类结构见图Ｂ．２。

图犅．２　企业标准体系基础类结构图

犅．４　标准明细表示例

以基础类子体系为例，标准明细表示例见表Ｂ．１。为便于展示，在所构建的企业标准体系基础上，

对标准项目进行了裁剪。

表犅．１　标准明细表示例

序号 体系表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拟制定级别 备注

１００００ 基础类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术语符号标准

１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Ｂ１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
ＧＢ／Ｔ２２９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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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序号 体系表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拟制定级别 备注

２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Ｂ２ 常用工具代码 Ｑ／Ｙ２７９—２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技术制图标准

３ 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Ｂ１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视图 ＧＢ／Ｔ４４５８．１—２００２

４ 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Ｂ２ 航天电子产品装配图简化画法 ＱＪ９７８Ａ—２００５

５ 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Ｂ３ ＣＨＳ制图通用要求 Ｑ／Ｙ３４９—２０１０ 修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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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石油化工企业标准体系表示例

犆．１　概述

某石油化工集团是负责某领域石油化工产品的全国性集团公司，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家子公司和控

股公司，是生产某化工产品的龙头企业；采用了全国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行业领域通用标准以及业务

生产的专业标准等三个层次，图Ｃ．１是该公司标准体系结构图示例。该标准体系包括：

ａ）　指导和规范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储备、运输、利用各环节的建筑设计和施工、工艺设施、安全

防范、自动化控制、设备材料等相关的通用性、综合性的国家和行业基础标准；

ｂ）　指导和规范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场站的工艺设施设计、建设施工和验收、运行管理等相关

管理标准；

ｃ）　指导和规范生产和销售等场站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任职要求、岗位职责、权限、

工作事项、考核要求等内容的工作标准，包括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

犆．２　标准体系结构图

犆．２．１　全国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

犆．２．１．１　定义和范围

适用于工厂、销售站、储备、运输、利用等各子体系的共性的、通用综合性的基础标准，涵盖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包括标准化基础、量和单位、术语和词汇、分类与代码、ＨＳＥ管理、质量管理、计量管理、信

息化、知识和创新管理等标准。

犆．２．１．２　目的和意义

贯彻国家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用于指导企业技术标准的制定。同时，可以使企业标准与国家、行

业以及同行业、社会等其他标准保持兼容和一致。

犆．２．２　专业领域通用标准

犆．２．２．１　定义和范围

适用于工厂、销售站、储备、运输、利用等各子体系的专业领域通用标准。

犆．２．２．２　目的和意义

结合企业业务的特点，针对性地采用国家或行业的行业领域通用标准。一方面，采用行业通用标准

可以使企业的技术研究开发以及业务和产品与行业领域的同行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采用国家行业

通用标准，直接利用现有标准化成果，可以降低企业的标准化研发成本；最后，采用行业领域通用标准，

也是我国企业应遵照执行的义务，尤其是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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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３　工厂专用

犆．２．３．１　定位和范围

在采用上层基础标准的基础上，化工厂的设计、施工、生产运行所用到的标准，主要包括化工产品的

生产工艺设施的设计、施工所需的工程建设标准，以及在工厂的生产运行过程中的维护管理标准；此外，

按照企业的需要，将工作标准也放在生产运行管理标准中。

犆．２．３．２　目的和意义

用于指导在全国范围内的工厂的设计施工，促进实现标准化工厂；另外，用于支撑科学化的运行管

理，保障产品质量、人身健康安全、保护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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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４　销售站专用

犆．２．４．１　定位和范围

在采用上层基础标准的基础上，销售站的设计、施工、生产运行所用到的标准，主要包括化工产品的

销售加装工艺设施的设计、施工所需的工程建设标准以及在销售站生产运行过程中的维护管理标准；此

外，按照企业的管理需要，将工作标准也放在生产运行管理标准中。

犆．２．４．２　目的和意义

用于指导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站的设计施工，促进实现标准化销售站；另外，用于支撑科学化的运行

管理，保障产品质量、人身健康安全、保护环境等。

犆．２．５　运输专用

犆．２．５．１　定义和范围

运输标准是指通过特种包装形式，通过内河、公路和铁路的形式运输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和操作规程。

犆．２．５．２　目的和意义

用于指导企业及各级下属单位的场站内部道路及海洋、内河、公路、铁路等运输管理。

犆．２．６　利用专用

犆．２．６．１　定义和范围

利用标准是指化工产品作为一种产品，从化工厂生产出来之后交付给用户之后，用户在产品进行利

用过程中应遵守的技术要求。

犆．２．６．２　目的和意义

用于指导用户对该化工产品领域开展安全、高效的开发利用，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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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服务性企业标准体系表示例

犇．１　某生态旅游区标准体系概述

某生态旅游区标准体系表应在国内外法律法规、基础标准和企业方针目标指导下建立。某生态旅

游区标准体系表是按一定形式排列起来的图表，包括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标准统计表和标准

体系表编制说明。

犇．２　生态旅游区标准体系结构图

参照ＧＢ／Ｔ２４４２１的要求，构建了标准体系结构图。图Ｄ．１为生态旅游区标准体系结构图，分为三

个子体系：

———服务通用基础标准子体系，如图Ｄ．２所示；

———服务保障标准子体系，如图Ｄ．３所示；

———服务提供标准子体系，如图Ｄ．４所示。

犇．３　生态旅游区标准明细表

标准明细表中包括旅游区应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以及根据旅游区实际

需要补充的企业标准。标准明细表包括：

———服务通用基础标准明细表，从略；

———服务保障标准明细表，如表Ｄ．１所示；

———服务提供标准明细表。

标准明细表的标准编号由企业自行确定。

　　注１：下侧虚线方框外部虚线表示最上排三方框中的内容对生态旅游区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关系。

注２：下侧虚线方框内表示完整的景区服务标准体系结构图；实线连线表示相关关系。

图犇．１　某生态旅游区标准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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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２　服务通用基础标准子体系

图犇．３　服务保障标准子体系结构图

图犇．４　服务提供标准子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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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　服务保障标准明细表示例

服务保障标准 （ＢＺ２０１～ＢＺ２０９）

ＢＺ２０１环境保护

序号 企业内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归口部门 备　注

１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３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２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０４—２０１３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３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０５—２０１３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４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
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

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５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０７—２０１３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６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１５—２０１３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７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３ 绿色旅游景区

８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３４—２０１３ 废水排放管理规定

９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３７—２０１３ 树木处理管理规定

１０ ＸＸＸＢＺ２０１．３８—２０１３ 服务场所环境要求

… …… ……

旅业办公室

旅业办公室

工程部

保洁部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

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

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

ＧＢ１６１５３

ＧＢ１５９７９—２００２

ＬＢ０１５—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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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标准体系多维度表示示例

犈．１　概述

某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企业标准体系，该单位生产多种煤化工产品，工艺流程相对固化，并设立若干

生产分厂，目前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均由集团公司集中管理。该单位管理层级较多，同时运行多种管理

体系，旨在通过企业标准体系建立，突出生产核心业务管理、简化体系文件数量、提高职能部门工作

效率。

犈．２　标准体系结构图

该单位为生产型企业，本着“简化”“优化”“协调”“统一”的原则建立了以技术标准为主体的企业标

准体系。为了加快标准的执行落地和监督检查，在构建标准体系结构图时充分考虑了现有组织机构和

部门业务管理特点，如图Ｅ．１所示。同时，该单位对传统的程序文件、规章制度进行梳理整合，统一按集

团公司制度规范进行修订，并弱化制度和管理标准的区别，采用“规章制度＝管理标准”的理念，防止员

工理解上产生偏差，提高执行效率。

为了满足集团公司制度业务分类、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体系文件的审核要求，同时方便内部员工查阅、

使用，该单位对管理标准进行多维度对标分析，并通用信息化技术实现多维度展示。图Ｅ．２、图Ｅ．３、图Ｅ．４

分别是按照集团公司业务价值链分类、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要素和职能部门业务对管理标准进行的多维度

展现。

在构建工作标准体系时，对现有工作进行归整和改造，如在“岗位说明书”的基础上增加“职责依据”

“工作要求”“考核要求”等内容作为管理岗工作标准的表现形式；将“岗位操作法”“作业指导书”等岗位

作业性文件纳入操作人员工作标准范畴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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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　标准明细表示例

表Ｅ．１分别为按集团公司规章制度业务划分、公司职能部门和业务、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要素等不同

维度对产品生产管理、技术与工艺管理、人办资源管理等三个标准的多维度表示示例。通过信息平台的

辅助，满足了不同的用户、不同场景的标准化使用需求。

表犈．１　从不同维度对管理标准体系分类的示例

按集团公司规章制度业务的分类

序号 一级业务 二级业务（要素）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１ 业务运营 产品生产管理 Ｑ／××２０３０１２０１４ 产品检测管理办法

２ 管理支持 技术与工艺管理 Ｑ／××２０４１０２０１４ 生产工艺管理规定

３ 管理支持 人力资源管理 Ｑ／××２０７０１２０１４ 人员培训管理办法

按公司职能部门和业务的分类

序号 一级业务 二级业务（要素）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１ 质量管理 产成品管理 Ｑ／××２０３０１２０１４ 产品检测管理办法

２ 生产技术管理 工艺技术管理 Ｑ／××２０４１０２０１４ 生产工艺管理规定

３ 人力资源管理 培训管理 Ｑ／××２０７０１２０１４ 人员培训管理办法

按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要素的分类

序号 一级业务 二级业务（要素）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１ ８．２．４产品的监视和测量 Ｑ／××２０３０１２０１４ 产品检测管理办法

２ ７．１产品实现策划 Ｑ／××２０４１０２０１４ 生产工艺管理规定

３ ６．２人力资源 Ｑ／××２０７０１２０１４ 人员培训管理办法

　　表Ｅ．２为工作标准明细表样式示例。

表犈．２　工作标准明细表示例

序号 标准类别 部门（分厂） 科室（车间） 岗位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管理岗

工作标准

操作岗

工作标准

安健环保部

人力资源部

甲醇厂

管理岗 Ｑ／××３０２２０１４ 管理人员通用工作标准

部长 Ｑ／××３０２０１２０１４ 部长工作标准

薪酬绩效科 薪酬岗 Ｑ／××３０４１０２０１４ 薪酬岗工作标准

操作岗 Ｑ／××３０３２０１４ 操作人员通用管理标准

合成车间 气化岗 Ｑ／××３２０００５２０１４ 气化岗位操作法

水汽车间 锅炉岗 Ｑ／××３２００２５２０１４ 锅炉岗位操作法

原料车间 输煤岗 Ｑ／××３２０１００２０１４ 输煤岗位操作法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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