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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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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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0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九牧厨

卫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莱恩精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名震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

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杭州老爸评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沸腾质量数据(厦门)有限公司、北京泰瑞特检

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联众

文具有限公司、浙江卓越电子有限公司、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湖南省质

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国家电光源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北京电光源研究所有限公司、中标能效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霞、刘晶晶、王滨后、林晓伟、张秀卓、应友福、陈倩雯、许丽丹、林锋、马廷方、

左芳芳、崔龙国、白利强、文军、王坤然、房祥静、韩正涛、汪建军、陈世清、陈旭莲、李艳丽、王坚、邓经国、
罗军波、盛立新、冯晓曦、张健、闫凌、张伟、罗菊芬、刘洋、李晓睿、杨秀月、徐熙武、赵林祥、闫实、彭妍妍、
朱洪艳、吕晗、陈进东、王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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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质量分级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消费品质量分级的基本原则、指标体系、判定规则、分级标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相关方开展各类消费品质量分级等标准化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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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6431 消费品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费品 consumerproduct
为了但不限于个人使用而设计、生产的产品,包括产品的组件、零部件、配件、包装和使用说明。
[来源:GB/T36431—2018,3.1]

3.2
质量 quality
消费品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注:特性指可区分的特征,包括物理的、感官的、时间的、人因工效的、功能方面的特征。

[来源:GB/T19000—2016,3.6.2,有修改]

3.3
质量分级 qualitygrading
通过科学评价对产品品质进行等级划分并明示产品质量信息的过程。

4 基本原则

4.1 适用性

确定开展质量分级的消费品类别时,宜选择产业熟度高,具有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质量不易

被消费者区分、需要进一步消除供需双方质量信息不对称的产品。消费品类别依据GB/T36431。

4.2 可循性

编制具体消费品质量分级标准,依据以下文件: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
———消费品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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