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政策解读 

 

一、背景目的 

（一）建立和完善我市地方标准管理体系的需要。《标准化

法》于 2018年 1月 1 日正式实施。《标准化法》第十三条规定，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的

特殊需要，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可以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标准”首次以法律形式

确立了设区的市地方标准制定权。2019 年 12 月 14 日，经我局

申请，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批复同意，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

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青岛市可以制定本市的地方标准。2019

年 1 月 16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于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山东省标准化条例》（征求意

见稿）也已制定完成，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因此，有必要根据上

位法及国家、省有关规定，加快制定我市的《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加强与国家、省法律法规的衔接，理顺标准

层次，建立完善我市地方标准管理体系。 

（二）充分发挥“标准化+”战略引领作用，推动我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2016年 9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第 39届 ISO大会贺信中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

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为更好地



发挥标准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标

准为技术支撑，推进实施《青岛市“标准化+”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探索制定本《办法》，激发地方标准活力，

提升地方标准质量，充分发挥地方标准作用，为支撑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积极助力“十五个攻势”，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三）明确我市地方标准管理工作路径，规范我市地方标准

管理的需要。随着国家标准化工作改革和我市推进青岛标准建设

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对我市地方标准管理工作进行梳理和优

化。以市局规范性文件形式对我市地方标准管理工作进行总结规

范，既保证了我市地方标准工作规范性，又确保了我市地方标准

工作的可操作性，同时也为我市地方标准的立法工作奠定基础。

《办法》紧密结合我市地方标准管理工作实际，规范和完善我市

地方标准的立项、起草、技术审查等工作。 

   二、制定依据 

《办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三条第一

款“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以制定

地方标准。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

行政区域的特殊需要,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标准。地方



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

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市政府《青岛市“标准化+”发展

规划 (2016—2020 年)》第四部分(二)“青岛标准”建设工程。

将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制定的能够体

现青岛特色和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标准规范打造为“青岛标准”, 

积极推动成熟的“青岛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乃至国 

际标准,探讨实施“青岛标准”认证、标识、监督等制度。(三) “青

岛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工程。选择有关区、市试点实施

可持续发展城市、智慧城市、未来城市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将可

持续发展的经验和做法融入到国际标准中去,用标准化的方法和

手段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创新城市之间交流合作模

式, 通过与国际国内友好城市、传统城市、产业相关城市、区位

环境条件相似城市的比较分析,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建设“标准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 

 三、主要内容和特点 

《办法》共 6章 34 条，包括总则、立项、起草和技术审查、

批准发布和备案、实施和复审、附则。由于省局还未出台相关管

理规定，拟试行 2 年。制度设计上，一是贯彻了总局《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二是规定了地方标准的制定、实施等要

求，形成了闭环管理；三是细化了地方标准的组织起草、征求意

见、技术审查等工作；四是提出了我市地方标准管理方面的创新



做法，如发挥地方技术机构在标准立项评估和制定过程中的技术

支持作用、地方标准范围限定在没有上级政府提供的标准或高于

现有标准、开展胶东半岛区域协同标准、标准涉及专利处理等，

必将对我市的地方标准建设起到很好的规范和促进作用。 

  四、相关内容解读 

（一）《办法》将于何时正式实施？ 

《办法》于 2020年 6月 15日正式实施，试行 2 年。 

（二）《办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地方标准的立项、起草、技术审查、批准发布、备案、

实施以及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复审等事项，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三）哪些领域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承担地方标准管理工

作，为满足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以在农业、

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组织制定地方标准。 

（四）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包含哪些内容？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包含立项必要性、可行性、事项

范围、主要技术内容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标准实施效益预分析，

以及地方标准管理归口单位和组织实施单位等。 

地方标准原则上不应涉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涉及

知识产权问题的，应提供知识产权持有人授权文件。 

（五）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地方标准哪些事项进行技术



审查？ 

1.是否符合地方标准的制定事项范围； 

2.技术要求是否不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是否严

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本省地方标准，并与有关标准协调配套； 

3.是否妥善处理分歧意见； 

4.需要技术审查的其他事项。 

地方标准原则上应经评审专家协商一致后方可通过。审查意

见为不通过的，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后重新审查，

或终止标准制定任务。 

（六）地方标准编号规则是怎样的？ 

经批准的地方标准，由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号。地

方标准的编号方法由标准代号、顺序号和年代号组成：DB3702/T 

XXXX-XXXX。其中，DB3702/T 为标准代号，表示推荐性地方标准；

前四位 XXXX为顺序号（四位数字）；后四位 XXXX 为发布年号（四

位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