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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GB/T 13016—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的修订，与GB/T 13016—2009相比主

要变化如下： 

—— 名称变更为“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 改写了“范围”； 

—— 在第 3 章，改写了“体系”，删除了“术语标准”、“过程标准”、“服务标准”、“接口

标准”、“规范”、“规程”，增加了“要素”、“边界”、“环境”、“模型”、 “标准

体系模型”等术语； 

—— 增加了“标准体系特性”的内容； 

—— 增加了“标准体系分析方法”的内容； 

—— 增加了“构建标准体系的一般步骤”的内容； 

—— 增加了企业价值链序列结构、工业产品序列结构、信息服务序列结构、项目管理序列结构等

序列结构图； 

—— 删除第 6章，综合标准体系表； 

—— “标准体系表编制说明”，改为“标准体系报告”； 

—— 删除附录 A和附录 B；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为GB/T 13016-91,GB/T 130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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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标准体系是运用系统论指导标准化工作的一种方法。构建标准体系主要通过构造标准体系的模型，

（通过编制标准体系结构图和标准明细表，同时，还包括标准统计表、标准体系报告等内容），是开展

标准体系建设的首要工作，是编制标准制、修订规划和计划的依据。标准体系表是一定范围内包括现有、

应有和预计制定标准的蓝图，是编制标准体系表是构建标准体系的核心工作，将随着技术和业务需求的

发展而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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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构建标准体系的基本原则、分析方法、一般步骤以及标准体系表的格式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构建全国、行业、团体、专业、企业及其他方面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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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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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 18999-2003 工业自动化系统 企业模型的概念与规则 

GB/T 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准 standard 

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

种规范性文件。 

[GB/T 20000.1，（2.3.2）] 

3.2  

体系 system 

系统 

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注1：系统可以指整个实体，系统的组件也可能是一个系统，此组件可称为子系统。 

注2：系统是由元素组成的。 

3.3  

元素  element  

系统的基本部件，有状态、行为和标识等特征。 

[GB/T 18999-2003,(2.2.4)] 

3.4  

环境 environment 

存在于系统外且对系统产生影响作用的各种因素。 

【注：系统中不能企图用控制该系统的决策程序加以控制的那个部分[GB/T 18999-2003，2.1.2]。】 

3.5  

边界 border 

区别系统内部元素与外部环境的界限。 

3.6  

模型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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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学、符号或文字表达另一种事物的表达方式。 

注：模型是人对系统或形势以及相关元素和关系的显示表达。它表达了系统元素和元素间的联系。  

[GB/T 18999-2003,(2.2.6)] 

3.7  

标准体系 standard system 

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 

3.8  

标准体系模型  model of enterprise standard system 

标准体系表 diagram of standard system 

是表达标准体系概念的模型。 

注： 标准体系模型（标准体系表）主要包括标准体系结构图和标准明细表，是策划、分析、设计、建立、实施、

评估标准体系的重要方法和工具，是企业标准体系的基础工作。 

3.9  

行业 trade 

一个行业(或产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 

[GB/T 4754，（2.1）] 

3.10  

专业 specific trade 

在一个行业（或产业）内细分的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 

注：在GB/T 4754-2002标准中所指的“中类，小类”。考虑到习惯用法，仍称专业。 

3.11  

相关标准 relative standard 

与本体系关系密切且需直接采用的其他体系内的标准。 

3.12  

个性标准 individual standard 

直接表达一种标准化对象（产品或系列产品、过程、服务或管理）的个性特征的标准。 

3.13  

共性标准 general standard 

同时表达存在于若干种标准化对象间所共有的共性特征的标准。 

4 标准体系特性 

4.1 目标性 

相对于自然界的系统，标准体系作为人为构造的系统，是一种管理方法和工具，应明确目标： 

a）没有目标的标准体系，就缺乏了灵魂和主线，成为业务系统的负担； 

b）应首先分析业务系统的目标，根据业务目标，确定标准体系建设的目标。 

4.2 整体性 

标准体系作为由标准组成的集合，通过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结构关系发挥整体作用；标准体系的

技术水平是由整体要求决定的，单个技术指标的提高，通常不能决定系统的整体要求。 

4.3 层次性 

标准体系可以分解为若干子体系；根据标准在系统中的适用范围，可以置于系统相应层次的节点。 

4.4 相关性 

标准体系内部结构之间，以及系统元素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具有一定关系；标准体系内部结构可以通

过结构图来简化的展示之间的关系。在构造标准体系的过程中，应分析标准体系内部与外部的关联关系。 

4.5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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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等环境下，受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组织文化、经济贸易、

领导风格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标准体系应综合考虑环境因素，能适应所处的环境，并能随着环境因素的

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5 构建标准体系的基本原则 

5.1 目标明确 

标准体系是人为构造的系统，具有主观性，构建标准体系应首先明确标准化的目标。标准体系是为

业务目标服务的，制定标准体系建设的统一目标，避免为了简单的制定标准而构造标准体系。 

5.2 全面成套 

应围绕着标准体系的目标展开，体现在体系整体性，即体系的子体系及子子体系的全面成套和标准

明细表所列标准的全面成套。 

5.3 层次适当 

列入标准明细表内的每一项标准都应安排在恰当的层次上。从一定范围内的若干个标准中，提取共

性特征并制定成共性标准。然后将此共性标准安排在标准体系内的被提取的若干个标准之上，这种提取

出来的共性标准构成标准体系中的一个层次。基础标准宜安排在较高层次上，即扩大其通用范围以利于

一定范围内的统一。应注意同一标准不要同时列入二个以上体系或子体系内，以避免同一标准由两个或

以上部门重复制修订。 

根据标准的适用范围，恰当的将标准安排在不同的层次上。一般应尽量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或尽

量安排在高层次上，即应在大范围内协调统一的标准不应在数个小范围内各自制定，达到体系组成尽量

合理简化。 

5.4 划分清楚 

标准体系表内的子体系或类别的划分，主要应按行业、专业或门类等标准化活动性质的同一性，而

不宜按行政机构的管辖范围而划分。 

6 标准体系分析方法 

6.1 概述 

标准体系作为一种树状的分类体系，也是对标准总体技术要求的分类。构建标准体系通常可以自上

而下的分解，也可以自下而上的抽象，或者两者相结合。 

6.2 标准体系分解 

可以按照专业、过程、功能、标准类型等不同维度，将标准体系分解为若干子体系： 

a) 在标准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暂不清晰之前，可以从多个维度对标准体系进行分析； 

b) 选取能明确展示标准体系结构关系的维度，对标准体系进行分解，作为标准体系的第一层子体

系。 

6.3 标准体系抽象 

从最底层标准出发，提取个性标准的共性技术特性作为上一层的共性标准。 

7 构建标准体系的一般步骤 

7.1 确定方针目标 

标准是用于支撑业务目标而存在的一种技术策略。标准化本身不是目标，在编制标准体系表之前，

应首先明确标准体系建设的愿景、近期拟达到的目标，确定实现标准体系目标的方针（实施策略）、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用于指导和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的标准体系构建工作。 

7.2 调研 

调研标准体系建设的国内外情况，现有的标准化基础，现有的相关标准，已经开展的相关标准化研

究项目和工作项目，存在的问题，对标准体系的建设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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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分析整理 

根据标准体系建设的方针、目标以及具体的标准化需求，借鉴国内外现有的标准体系的结构框架，

从标准的类型、专业领域、级别、功能、业务的生命周期等若干不同标准化对象的角度，对标准体系进

行分析，从而认识标准体系的结构关系。 

7.4 编制标准体系结构图 

根据不同维度的标准分析的结果，选择恰当的维度作为标准体系框架的主要维度，编制标准体系结

构图，编写标准体系结构的各级子体系、标准体系模块的内容说明 

7.5 梳理标准明细表 

根据标准体系结构图，收集整理拟采用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等外部标准和本领域已有的内部标准，

将来和近期规划拟制定的标准列表。 

7.6 编写标准体系报告 

编写标准体系报告，内容见第8.2条。 

8 标准体系表的格式及要求 

标准体系表是用于表达标准体系的模型，为了统一表达，规定了以下基本要求。 

8.1 标准体系结构图 

8.1.1 一般要求 

标准体系结构图是表达标准体系内部结构逻辑关系的图形化表达的模型，规定了以下基本要求： 

a) 标准体系表通常包括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标准统计表和编制说明； 

b) 标准体系结构图由总结构图和若干个子图组成； 

c) 标准体系的结构关系一般分为：上下层之间的“层次”关系，或按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起来的

“序列”关系。 

d) 也可由以上几种结构相结合的组合关系。 

8.1.2 符号与约定 

为了统一标准体系模型，规定了以下符号及其含义： 

a) 标准体系结构图用矩形方框表示，方框内的文字表示该标准体系或标准子体系的名称； 

b) 通常，一个方框代表一组若干标准；如果方框内的文字有下划线，则方框仅表示体系标题之意，

不包含具体的标准； 

c) 每个方框可编上图号,并按图号编制标准明细表。 

d) 方框间用实线或虚线连接； 

e) 用实线表示方框间的层次关系、序列关系，不表示上述关系的连线用虚线； 

f) 为了表示与其他系统的协调配套关系，用虚线连接表示本体系方框与相关标准间的关联关系；

对虽由本体系负责制定的，而应属其他体系的标准亦作为相关标准并用虚线相连，且应在编制

说明中加以说明。 

8.1.3 层次结构 

a) 我国标准体系的层次结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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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

...

国
家
标
准
体
系

第二层第一层

...

行
业(
或
团
体)

标
准
体
系

全国通用标准

行业通用标准

专业通用标准

产品（服务）标准

第一层

...

专
业
标
准
体
系

第二层 第三层

 

图1 全国、行业、专业标准体系的层次结构 

注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根据标准发布机构的权威性，代表不同级别；全国

通用、行业通用、专业通用、产品标准，根据标准适用的领域和范围，体现了在标准体系中的不同层次。 

b) 包含多个行业产品时的层次结构，见图 2。 

全国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

相关标准 行业n基础标准

专业n基础标准 专业n+1基础标准相关标准 相关标准

产品n标准 产品n+1标准

相关标准行业n+1基础标准

专业n基础标准 专业n+1基础标准相关标准 相关标准

产品n标准 产品n+1标准
 

注 1：图内“专业n基础标准”表示第n个行业下的第n个专业的基础标准； 

注 2：图中的产品n标准，指第n个产品（或服务）标准。 

图2 含多个行业产品的标准体系层次结构 

8.1.4 序列结构 

序列结构指围绕着产品、服务、过程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具体技术要求，或空间序列等编制出的序

列状标准体系结构图。 

a) 以系统生命周期阶段为序列 

图6所示是按照系统的生命周期阶段（概念阶段、开发阶段、生产阶段、使用阶段、支持阶段、退

役阶段）展开的序列结构。 

概念阶段 开发阶段

生
产
阶
段

支持阶段

退
役
阶
段

系 统

使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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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序列中节点名称仅作示例用； 

注 2：基础标准包括全国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和行业基础标准，参见附录D； 

注 3：图6中的序列形式的含义参见GB/T 22032-2008中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 

图3 序列结构图 

b) 以企业价值链为序列 

围绕企业的价值链而展开的序列结构，从企业的战略与文化、业务经营、管理支持等三个大的方面

分解，如图4所示。 

战略与文化 采购供应

生
产
运
行

管
理
支
持

企 业

售后支持

开发

市场营销报废处理

业务经营

 
图4 企业价值链序列 

c) 以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为序列 

在制造业领域，围绕产品的设计、试验、生产制造、产品或半成品、销售、报废处理等环节为序列，

制定不同阶段的标准，见图5。 

原
材
料

试验

产
品
或
半
成
品

工业产品

报废处理

设计 生产制造

销售
 

图5 工业产品序列结构图 

d) 信息服务 

围绕信息的感知和采集、加工处理、存储、信息传递、信息共享、开发利用、信息服务等序列结构，

见图6。 

 

感知采集

存
储信息

加工处理

传递共享开发利用

服
务

 

图6 信息服务序列结构图 

e) 以工程项目的不同阶段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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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 工程建设

竣
工
验
收

评价

工程项目

运行维护
 

 

图7 项目管理阶段序列 

8.1.5 标准明细表的一般格式如表 1所示。 

表1 ××（层次或序列编号）标准明细表 

序号 
标准体系表

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宜定 

级别 

实施 

日期 

国际国外标准号 

及采用关系 

被代替标准

号或作废 

备

注 

         

         

         

表1 中的“标准号”系对应于现有标准，而“宜定级别”则对应于尚未制定的标准；对现有标准也

可同时标出“标准号”和“宜定级别”，表示拟将标准的现有级别改成宜定级别。“标准体系表编号”

指该条明细在本标准明细表中的编号。 

8.1.6 标准统计表的格式根据统计目的，可设置不同的标准类别及统计项，一般格式见表 2所示。 

表2 标准统计表 

统计项 应有数（   个） 现有数（   个） 现有数/应用数（    ％） 

标准类别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共计    

 

基础标准    

方法标准    

产品、过程、服务标准    

零部件、元器件标准    

原材料标准    

安全、卫生、环保标准    

其他    

共计    

8.2 标准体系报告 

编写标准体系报告，内容一般包括： 

a) 标准体系建设的背景； 

b) 标准体系的建设目标、编制依据、构建及实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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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内外相关标准化情况综述； 

d) 各级子体系划分原则和依据； 

e) 各级子体系的说明，包括主要内容、适用范围等； 

f) 与其他体系交叉情况和处理意见； 

g) 需要其他体系协调配套的意见； 

h) 结合统计表，分析现有标准与国际、国外的差距和薄弱环节，明确今后的主攻方向； 

i) 其他。 

9 企业标准体系 

通常，企业标准体系以技术标准体系为主体，还应包括管理标准体系和工作标准体系。为了建立开

放兼容的标准体系，在企业战略的指导下，宜贯彻和采用上层国家或行业基础标准，以及其他公开的社

会团体标准。在上层标准的指导下，制定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在企业生产经营执行的法律法规和本企

业战略/方针目标指导下形成。 

企业标准体系构建要求见GB/T 1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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