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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在社会活动、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

要的基础作用，现代生活、生产的各方面都需要标准

的统一协调或指导，标准的竞争也已经成为新形式下

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强化标准化的作用，加快标准

化工作的进程是国家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一贯要求，

而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或

TC）作为标准化技术工作的一级重要组织机构，其布

局、建设和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到标准化工作效果。

一、我国技术委员会建设现状及目标
1.技术委员会职责和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二条中明确

指出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责：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

组织由专家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的草

拟，参加标准草案的审查工作。此外，技术委员会还应

为全国各个行业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持；组织其专业标

准的制修订；负责 ISO 国内技术归口管理工作，向国

际标准组织提出国际标准；为相关标准在其专业的应

用提供技术支持，组织开展专业标准的宣贯工作等。

仅从组织专业标准制修订工作一方面来看，技术委员

会就承担了重要的作用。表 1为近几年国家标准立项

项目对应归口单位的情况。

表1 国家标准立项项目归口情况

注：国家标准委将 2004年确定为国家标准“清理

整顿年”，因此新立项标准数量很少，不具有代表性，

未列入统计范围。

从数据来看，在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中，四分之

三甚至更多的项目是由相关领域的技术委员会归口

提出和组织制修订的，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同时数

据还显示，目前仍然有一些领域尚未建立其相应的技术

委员会，而只能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暂时行使职能，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标准化工作的中立性和社会性。由此可

见，未来我国技术委员会建设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2.我国技术委员会现状和目标

截至2006年底，我国共有技术委员会 275个及

5个直属工作组，分技术委员会 407 个。为了贯彻落

实标准化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标准化的技术支撑作

用，完成国家标准制、修订任务，提高我国标准化工作

的国际性，最终提升我国标准化发展整体水平，我国

日益注重技术委员会的建设和管理。

《标准化“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技术

委员会建设，有效增加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和

工作组的数量”，并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技术委

员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到 2008 年，技术委员会、分技

术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数量将由目前的近 700 个增加

到2000个；到 2010年，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和

工作组的数量力争达到 2600个。

而在提高我国标准化工作国际性方面，我国也正

积极鼓励以技术委员会为机构依托积极参与国际标

准化活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目前，我

国承担 ISO/IEC 的 TC 有 10 个；ISO/IEC 的 SC 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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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 归口单
位总数

期中TC
数量

TC所占
比例

2002 年 1929 339 252 74.34％

2003 年 2743 110 31 28.18％

2005 年 1662 221 162 73.3％

2006 年 1500 238 199 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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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要争取承担国际标准化组

织秘书处数量的比例达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总数的 6%。

二、上海技术委员会建设现状
上海作为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龙头，同时也是

中国最大的综合经济中心城市，对标准所产生的影响

会更为敏感，对标准化工作也更为积极，在技术委员

会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1.承担技术委员会情况

在承担国家标准化机构方面，截至 2006年底，上

海承担全国技术委员会 26 个，占总数的 10%；上海承

担分技术委员会46 个，占 11%；涉及医疗、化工、电子

电气、机械、船舶、特种设备、计量、石油、纺织等众多

领域，为国家标准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通过这

些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的带动效

应，我市相关专业领域的标准化研究水平得以持续提

升，主导或参与制修订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也不断

增加。图 1 为承担全国技术委员会数量最多的 10 个

省市（其中不包括北京），从技术委员会的承担数量上

可以看出，与其他省市相比较，上海具有较大的优势。

图1 技术委员会落户省市情况

2.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

参加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反映了一个地区的

科技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生产成果的能力。2002 年

上海参与制修订的国家标准 193 项；2003 年 207项；

2005年 90项；2006 年 116 项。如图 2为上海单位参

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数量对比图。

图 ２ 上海单位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数量对比图

图 2中数据显示，上海参与制修订的国家标准的

比例基本在 8～10%左右浮动，尤其是经过标准清理

整顿以后，在工作调整的基础上出现了较快增加，同

比增幅达到 28.9％。

在所有这些项目中，上海单位主持的国家标准制

修订项目历年依次是 2002 年 176 项、2003 年 147

项、2005 年 68 项、2006年 84项。其中项目承担单位

数量分别为 56家、29 家、40 家、47家。如图 3上海主

持的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中承担单位情况。

图 3 上海主持的国家

标准制修订项目中承担单位情况

根据 2006年数据统计，由上海主持的国家标准

制修订项目中，标准归口单位为技术委员会的有 40

家，占 85.11％，高出全国水平的 1.5％，而其中落户

上海的技术委员会占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上海积

极发挥技术委员会组织优势，加大在国家标准制修订

的参与程度，并通过争取承担技术委员会，发挥技术

标准“带头人”的作用，来不断提升上海在全国标准化

工作的影响力。这也符合《上海市标准化发展战略纲

要（2007～2020 年）》实施标准化战略的要求。

三、上海加快推进技术委员会建设
若干建议

近年来，上海市在标准化工作中不断探索管理模

式和运行机制的新思路，标准化工作影响力不断扩

大、有效性不断增强，标准化工作在各行业、各层面取

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技术委员会建设、国际和国家标

准制修订、重点领域标准化发展等。“十一五”及其后

的一段时期是上海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和构建创新型城市的重要阶段，也是标准化工作跨

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技术委员会今后发展而言，

尚需配合国家《标准化“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战略要

求，紧密结合《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纲要》和《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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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2006～2020 年）》，落实《上海市标准化发展战

略纲要（2007～2020）》要求，全面发展。

1.突出重点，有序发展

根据《标准化“十一五”发展规划》的目标，我国技

术委员会建设将在近1～2 年内有快速的发展。上海

应在此过程中有所作为，通过科学规划，争取将落户

上海的技术委员会数量从目前的 26 个增加到 100

个，实现《上海市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2007～2020）》

有关目标。

上海目前在全国标准化领域的特色和优势尚不够凸

显，承担的全国 26个 TC中主要集中于船舶、机械、医用

设备、轻便交通工具等传统产业领域，在汽车、石化、电子

信息、会展旅游、金融贸易等在全国具有明显产业优势和

特色的领域内没能占有应有的主导性和话语权。目前承

担这些领域TC/SC的数量偏少，主持或参与制修订的国

家标准不多，正在全力推进的战略转型产业领域上还没

有取得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优势。

标准化工作的快速发展需要有产业做依托，战略转

型产业的优势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缓慢积累，参与

这些领域的国际或国家标准化活动需要一个渗透和展开

的过程。鉴于标准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作用，在技术委员会建设规划中应合理布局，有抓有放，

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发展节能环保、城市建设及交通、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公共安全和卫生、现代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等领域。需要从优势产业和优先发展的领域入

手，遵循标准化工作的自身规律，注重技术与标准的结

合，力争在优势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方面取得相匹配的国

际国内地位，通过承担国家乃至国际技术委员会，力争在

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

2.提高起点，接轨国际

国家和上海一直致力于加强标准化工作的国际化，

鼓励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等标准化活动，鼓励承担国际

标准化工作机构，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但目前实质性参

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情况不容乐观，截至2006年底，我

国仅承担了 10 个 ISO/IEC 的 TC 和 11个 ISO/IEC的

SC中，而上海只有1个TC。我国承担的ISO/IEC的 5名

专家顾问中，有1名来自上海 。我国的全部16位国际标

准制修订工作组召集人（共负责 19个工作组）中，有 4位

来自上海。可以说，技术委员会建设的国际化是标准化工

作国际化的重要基础和保证，因此在在技术委员会建设

中，就应提高起点，接轨国际。

在设立新的技术委员会之初，不仅需要考虑国内行

业发展需要，还需要考虑其今后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将

要发挥的作用和可能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要密切注意其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对口委员会的工作动态并在成立

之后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化活动；对已有的技术委员

会应加强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加大承担国际技

术委员会工作力度，增加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其领域内标

准的国际化采标程度。

3.多方参与，共同推进

标准化工作需要各方协同，共同参与，尤其是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作为组织领域内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主要机

构，更应该在在构成和推进上体现出各相关方的利益，既

要考虑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应包括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

其他利益相关方，对于产品类的技术委员会还应该鼓励

技术实力领先、国际化程度高的龙头企业为主体，提高标

准的技术水平和市场适应性。

上海应充分利用已经初步形成的良好标准化工作机

制，加强标准化工作的组织保障，密切配合、统筹协调，有

效沟通、相互协作、多方参与，注意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通

过适当的激励手段，促进不同机构、不同行业、不同区域

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各方共同参与技术委员会建设工作。

同时还应注意人才的吸收和培养，吸引一批精技术、

通外语、掌握产业发展趋势、熟悉标准化工作程序、具有

国际水平的高层次标准化专家参与技术委员会，代表

上海积极参加国家、国际标准化活动。通过人才带动

技术委员会发展，通过技术委员会发展培养更多人

才，形成良性可持续的循环，推进上海技术委员会建

设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简介：

邵启雍，现工作于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

马娜，现工作于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

凌湖吉，现工作于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

参 赛 论 文

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