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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20001《标准编写规则》与 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GB/T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GB/T20003《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和GB/T20004《团体标准

化》共同构成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GB/T20001的第11部分。GB/T2000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术语标准;
———第2部分:符号标准;
———第3部分:分类标准;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第5部分:规范标准;
———第6部分:规程标准;
———第7部分:指南标准;
———第10部分:产品标准;
———第11部分:管理体系标准。
本文件代替GB/T20000.7—2006《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7部分:管理体系标准的论证和制定》,与

GB/T20000.7—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管理体系的定义(见3.1,GB/T20000.7—2006的3.1);

b) 增加了对两个术语“管理体系标准”“核心内容”的定义(见3.2、3.3);

c) 增加了“管理体系标准的类别”一章(见第4章);

d) 删除了提出、制定和维护管理体系标准的原则(见GB/T20000.7—2006的第5章);

e) 增加了起草管理体系标准的总体原则、总体要求(见第5章、第6章);

f) 增加了管理体系标准正文中要素的核心内容(见6.2.1和附录A);

g) 增加了文件名称的编写规则(见7.1);

h) 更改了管理体系标准的结构(见7.2,GB/T20000.7—2006的7.3);

i) 删除了“论证研究的过程和准则”(见GB/T20000.7—2006的第6章)、“MSS的制定过程”(见

GB/T20000.7—2006的7.1、7.2);

j) 增加了管理体系标准各要素的编写规则(见第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标准化原理与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认证认可协会、齐鲁工业大

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晓燕、白殿一、王益谊、刘慎斋、逄征虎、李铁男、陈云华、孙兵、李佳、李刚、

刘曦泽、杨沣江、车迪、牛娜娜。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6年首次发布为GB/T20000.7—200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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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标准化活动的内容之一是为建立完善的技术规则而起草高质量的标准化文件。为了保证标准化活

动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在该体系中,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确立了普遍适用于起草

各类标准化文件的总体规则。然而对于具体标准化文件的起草,只有确立更有针对性的特定规则,形成

既有总体通用的规则可遵守,又有针对性的特定规则可依据的规则体系,并将总体规则和特定规则结合

使用,才能达到起草高质量的标准化文件的目的。

GB/T20001《标准编写规则》即是为了确立相关的特定规则这一目标而编制的文件。依据标准内

容的功能或标准化对象等属性,能够将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型或对象类别,为了针对这些功能类

型、对象类别的标准分别确立编写规则,有必要将GB/T20001分为两组:第10部分之前为第一组,针
对不同功能类型的标准确立编写规则;第10部分(含)以后为第二组,针对不同对象类别的标准(产品标

准、过程标准、服务标准等)确立编写规则。第二组分为以下部分。
———第10部分:产品标准。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起草产品标准需要遵守的总体原则和相关规则。
———第11部分:管理体系标准。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起草管理体系标准需要遵守的总体原则和相

关规则。
标准的对象类别不同,标准中的规范性技术要素及其内容就会不同。管理体系标准具有典型的核

心技术要素及核心内容,有针对性地确立特定的起草规则,有助于提高管理体系标准之间的协调性。为

此,我国于2006年修改采用ISO指南72,制定了GB/T20000.7—2006《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7部分:
管理体系标准的论证和制定》。2012年ISO指南72并入“ISO/IEC导则,第1部分《ISO综合补充件 
ISO专用程序》”,形成了ISO管理体系标准独特的文件结构和起草规则,并根据实践发展不断补充完

善。随着管理体系标准化活动的不断深入,我国自主研制管理体系标准的数量不断上升。为了适应新

的发展变化,需要结合“ISO/IEC导则,第1部分,2021《技术工作程序 ISO综合补充件ISO专用程

序》”附录SL“管理体系标准的协调方法”和我国管理体系标准发展实践,修订GB/T20000.7—2006并

将其内容调整为主要规定管理体系标准的编写规则。
管理 体 系 标 准 是 按 照 标 准 化 对 象 划 分 的 过 程 标 准,因 此 有 必 要 将 修 订 后 的 文 件 纳 入

GB/T20001,并作为其中的第11部分。本次修订重点考虑了起草不同类别的管理体系标准所依据的

总体原则和要求,明确了管理体系标准的结构、技术要素和核心内容。此外,厘清了ISO/IEC导则第1
部分的附录SL中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的某些术语的含义:将其中“requirement”对应的中文术语界定为

“要求/需求”;将针对管理体系的构成单元所使用的“element”译为“要件”,针对标准内容的功能单元所

使用的“element”译为“要素”。本文件通过提供明确的起草规则,使我国管理体系标准的编写有据可

依,有助于促进标准之间的相互兼容和协调,从而达到提高管理体系标准的起草质量和应用效率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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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写规则
第11部分:管理体系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管理体系标准的类别和起草的总体原则,规定了起草管理体系标准的总体要求,以及

文件名称、结构、要素的编写规则和管理体系标准正文中要素的核心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管理体系标准的起草。
注:管理体系标准都是针对特定主题的。本文件中使用“×××”代表特定主题,如“×××管理体系标准”“×××

管理体系”“×××方针”“×××目标”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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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200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7部分:指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1.1、GB/T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管理体系 managementsystem
组织为确立方针和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所形成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件。
注1:一个管理体系可能针对一个或几个主题。

注2:管理体系要件包括组织的结构、岗位和职责、策划和运行。

3.2 
管理体系标准 managementsystemstandard
针对特定主题的管理体系规定需要满足的要求或提供指导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3.3 
核心内容 corecontent
管理体系标准正文要素中必不可少的术语条目以及条的标题和相应的条款及内容。

4 管理体系标准的类别

4.1 按照标准内容适用的广度,可以将管理体系标准划分为以下类别。

a) 跨行业管理体系标准,即广泛适用于各经济行业、各类型和规模的组织的管理体系标准。
示例1:GB/T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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