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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IEC17007:2009《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编写指南》。

ISO/IEC17007由ISO合格评定委员会(CASCO)制定,取代了ISO/IEC指南7:1994《起草合格

评定用标准的编写指南》。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对ISO/IEC17007:2009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除了ISO的前言;

b) 正文中凡是出现“本国际标准”的地方,一律以“本标准”替换;

c) 附录A《合格评定工具箱》中加了一栏对应的“国家标准编号”及当前状态。
本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中心、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葛红梅、宋红茹、费杨、张宏、朱春雁、吴可秋、边婧、刘慎斋、陈志田、付淑芸、

娄丹、苏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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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提供了编写合格评定规范性文件(例如标准、技术规范、规程和法规)的原则和指南,以便在

相应的合格评定活动中都可以清晰、明了地理解这些文件。
合格评定活动包括检测、检查和各种形式的认证,这些活动的结果以诸如声明、报告、证书、符合性

标志或授权以及许可证等证明方式予以表示(见GB/T27000)。
本标准供下列使用者使用:
———不使用ISO/IEC导则的标准制定者;
注:使用ISO/IEC导则的标准制定者指的是ISO和IEC下设的委员会,它们制定标准必须遵循ISO/IEC导则的规

定,ISO/IEC导则详细规定了标准的编写要求,导则第2部分6.7条款专门对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的编写要

求做出规定。在我国,编写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不使用ISO/IEC导则,但应遵循 GB/T1.1和本标准的

要求。

———行业协会和联盟;
———采购方;
———监管机构;
———消费者和非政府团体;
———认可机构;
———合格评定机构;
———合格评定方案的拥有者;和
———其他相关方,例如保险业组织。
本标准旨在帮助上述使用者制定特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非强制

性的。
本标准还提及了合格评定领域专用的ISO/IEC标准和指南,称为合格评定工具箱。这些标准和指

南主要是ISO合格评定委员会(CASC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合作的成果。在本标准中引用这些

通用标准和指南是为了强调这些标准包含国际上协商一致的有关合格评定活动的条款,应用这些标准

和指南将促进合格评定结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再现性和相互接受。
为了易于理解,本标准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术语。但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术语的使用还是不可避免

的。例如,规范性文件要求中可能涉及许多不同领域,如特定材料、产品、服务、安装、过程、体系、人员或

机构。在合格评定的文本中,这些领域是“合格评定对象”的实例。为了避免在全文中重复出现,均使用

术语“合格评定对象”来代替,在第3章中给出了这一术语的定义。
本标准的指南部分分为三章:
———第4章中规定了五个原则,作为后续两章指南的基础;
———第5章中提供了规定合格评定对象特性要求的规范性文件编写指南;
———第6章中提供了规定合格评定制度要求的规范性文件编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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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
规范性文件的编写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包含下述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原则和指南:
———合格评定对象需满足的规定要求;
———证实合格评定对象是否满足规定要求时可能采用的合格评定制度的规定要求。
本标准供下列使用者使用:不使用ISO/IEC导则的标准制定者、行业协会和联盟、采购方、监管机

构、消费者和非政府团体、认可机构、合格评定机构、合格评定方案的拥有者和其他相关方,如保险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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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7000—2006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ISO/IEC17000:2004,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27000—2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再次给出下述

定义。

3.1 
合格评定制度 conformityassessmentsystem
实施合格评定的规则、程序和对实施合格评定的管理。
注:合格评定制度可以在国际、区域、国家或国家之下的层面上运作。

[GB/T27000—2006,定义2.7]

3.2 
合格评定方案 conformityassessmentscheme;conformityassessmentprogramme
与适用相同规定要求、具体规则与程序的特定合格评定对象相关的合格评定制度。
注:合格评定方案可以在国际、区域、国家或国家之下的层面上运作。

[GB/T27000—2006,定义2.8]

3.3 
合格评定对象 objectofconformityassessment
接受合格评定的特定材料、产品(包括服务)、安装、过程、体系、人员或机构。
注:根据GB/T27000—2006,2.1,注2改写。

3.4 
规定要求 specifiedrequirement
明示的需求或期望。
注:可在诸如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中对规定要求做出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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