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量校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规章的必要性 

计量校准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保证量值准确可靠的技术手

段，广泛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计量检定不

同，计量校准具有自发性、差异性和高技术性的特点。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发展，我国计量校准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跨

越。但与经济发展对高质量计量校准服务的广泛需求相比，我国计

量校准市场的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存在着限制计量校准市场良

性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激发潜力、释放活力，有必要通过制定《计量校准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推动完善我国现代计量测试服务体系，满

足传统计量体系与世界接轨的融合需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二、起草过程 

为做好《办法》的编制工作，《办法》起草组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有关《办法》编制的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调研工作。调研

期间，共收到来自 24 个省区市、505 家计量校准机构的反馈，涉及

机构类型涵盖国有企事业、外资、合资以及民营单位。通过征询各

省级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与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相关负责人员、部分计量校准认可评审专家和计量校准机

构代表开展座谈，了解我国计量校准市场发展现状。2017 年起多次

征求各方意见，并进行了多次修改。2020 年正式列入总局立法计



划。2020 年 4 月，征求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意见，共收到 63 家单位

反馈的 172 条意见，对其中 24条意见采纳，78 条意见部分采纳。

2020年 5 月，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召集起草组与部分专家、地方市

场监管部门、计量技术机构、行业组织召开视频研讨会。根据会议

意见，修改后形成此稿。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办法》遵循现有计量法律法规体系精神，充分借鉴国际通行

规则和各地法律法规实践的前提下，所做出的符合法理原则，符合

市场规律，实践中可操作的制度性设计，侧重于解决以下四个方面

的基本问题：明确计量校准的合法性地位，强调市场在配置计量校

准服务资源中的作用；明确计量校准服务中服务提供方、监管方和

其他相关各方的责、权、利和相互关系；融合我国传统计量制度与

国际通行做法，促进我国现代计量服务体系的建设；厘清法制和非

法制计量管理的差异，探索对非法制的计量校准管理的新思路。 

（一）关于计量校准的地位。现行计量法律法规对于计量器具

的量传溯源仅规定检定（强制检定和非强制检定）的方式，这是由

于对计量校准及其作用的认知存在历史局限性造成的。目前，计量

校准已经是国内外普遍采用的计量器具量值溯源方式。有必要对计

量校准的合法性做出符合法律原则的说明，对计量校准的合法性的

描述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吻合。 

（二）关于调整的对象。《办法》仅将为社会提供计量校准服

务的计量校准机构列入调整范围。这类计量校准机构开展的活动及



其产生的结果应由组织内部价值链解决，后果由组织自行承担，权

责较为清晰。 

（三）关于自我声明的设置。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以及国务院

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淡化市场准入的要求，对计量校准服务这

种低社会风险的市场活动，不适合设置强制性的准入规定，因此拟

对计量校准机构实行自我声明制度。 

（四）关于计量标准溯源的要求。从技术上来说，计量标准是

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核心能力。根据国际通行做法，计量标准应符

合计量器具量传溯源的要求。为保障量值统一，原则上计量标准应

最终溯源至国家计量基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但在供应链全球化

的现实情况下，以及受限于国产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发展的现状，

部分“高精尖”行业和外贸出口领域，仍需要依赖国外技术力量进

行量值溯源，因此，《办法》规定计量校准机构在取得计量校准委

托方的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国家计量基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以外且获得国际互认的校准与测量能力的溯源途径。 

（五）关于计量校准服务年度业务统计信息。计量校准具有难

以追溯的特点，计量校准委托方选择计量校准机构时、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监督检查时，都会面临着底数不清、信息不通畅等问题。考

虑到我国现有大量企事业单位从事计量校准服务，因此参照企业年

度报告制度，设置计量校准服务年度业务统计信息制度，以便各方

监督。 



（六）关于信用监管的设置。当前，计量校准市场发展良莠不

齐，信用监管是规范市场秩序的“金钥匙”。《办法》引入对计量

校准机构信用监管的内容，明确计量校准机构的严重失信情形。对

计量校准机构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从而逐步实现对市场主体“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的目标，促进计量校准市场健康发展。 

四、合规性评估和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在《办法》修订过程中，起草组对当前行政规章和审批制度的

改革进行专题研究，并邀请有关法律专家，对修订稿的合规性进行

逐条审查。按照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要求，本征求意见稿内未增设

新的行政审批事项，主要通过明确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实行自

我声明制度和信用监管方法等内容，为市场监管部门对计量校准服

务的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方法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