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2023年 3月 29日经六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节  立项申请 

第一条 立项申请 

标准的制修订项目由标准建议者（任何个人、组织、会员单位）向中国机

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秘书处提出团体

标准项目建议。 

第二条 提交项目立项申请，须提交相应论证资料，一般包括： 

（一）标准项目建议书（格式见附件 1），项目建议书中应重点描述标准

制定的目的、意义、与该项标准有关的国内外状况提出单位需同时附有相关的

说明材料； 

（二）标准草案一份，两版本（一份 PDF和一份 WORD），以电子版报送。 

第三条 立项审定 

标委会秘书处组织对项目进行论证、审议、团体标准项目建议。如项目未

通过论证，则通知该项目建议者不予立项。 

第四条 立项公告 

项目通过论证后，在协会网上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期

间无异议的项目，批准后发文正式立项。 

第二节  标准起草 

第五条 标准编写 

（一）标准一经正式立项，团体标准的建议者应确定主要起草人员，成立

起草工作组进行起草准备工作； 

（二）团体标准的格式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及 GB/T 200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的规定编写，同时编写“编制说明(提

纲见附件 2)”等有关附件； 

（三）在标准制订中如涉及需要协调的事宜，标准起草单位提请标委会

秘书处协助解决。秘书处根据具体情况，组织有关方面进行协调。 



（四）团体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

会不负责对涉及专利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进行鉴别。若标准 中涉

及专利，标准起草单位应及时请专利权利人根据有关规 定做出书面的专利实

施许可声明。该声明应作为标准报批料之一。 

第三节  征求意见 

第六条 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后，由标委会秘书处组织向标准利益相关方

广泛征求意见，一般不超过三十天。征求意见材料包括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

意见稿编制说明(提纲见附件 2)。 

征求意见结束后，标委会秘书处将收集到的意见反馈给标准起草单位，标

准起草单位对收到的意见汇总并进行修改和完善标准，形成标准送审稿。必要

时可重新征求意见。 

第四节  标准审查 

第七条 标准的审查由标委会秘书处组织进行，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

审。 

第八条 会议审查时，标委会秘书处应当在会议前 15天将标准送审稿、编

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附件等提交参加标准审查会议的单位和人

员。 

第九条 会议审查表决应优先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署会议纪要（见附

件 3），主任委员签字；在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时，须填写“中国机电一体化

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会审投票单”（见附件 4），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

表人数的四分之三同意方为通过，起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专家不能参加表决。 

第十条 会议审查，应当写出“会议纪要”，并附参加审查会议的单位和

人员。会议纪要的内容应当符合附件 3的要求。 

第十一条 函审时，标委会秘书处应在函审表决截止日期前十五天，把送

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

标准投票单”（见附件 5）提交给相关单位和个人。函审时有效回函中必须有

四分之三同意方为通过，起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专家不能参加表决。 

第十二条 会议审查或者函审没有通过的，起草组应该根据审查意见进行

修改，并重新组织审查。 

第十三条 重新审查没有通过的，该项目将被撤销。 



第五节  标准的审批、发布和存档 

第十四条 完成团体标准送审稿的终审，形成报批稿和相关文件，报送标

委会秘书处审核，报送材料应包括: 

——标准报批稿（word和 PDF版本各一份）； 

——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word 和 PDF版本各一份）；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word 和 PDF版本各一份）； 

——审查会纪要（包括审查结论及审查会代表名单）（word和 PDF版本各

一份）； 

——其它相关的验证报告或证明材料一份。 

第十五条 标委会秘书处对标准报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标准编写

及标准审查的有关规定的，退回起草工作组进行修改。 

第十六条 形式审查合格的，标委会秘书处发放标准编号，由标委会主任

委员签署发布公告，以协会名义发布公告，并在协会网站上和全国团体标准信

息服务平台予以正式发布。 

（一）团体标准编号由代号、顺序号和标准发布年代号构成。标准代号

由团标标志字母加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英文名称缩写构成，

为 “T/CAMETA”。顺序号按照发布时间依次编号。 

   

（二）标准双编号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与其他团体组织就某项标准达成双方一致性

互认，在各自领域中适用，或联合制定为各自领域的应用标准，可采用标准双

编号。 

第十七条 制修订标准形成的有关资料，由秘书处存档。 

第十八条 团体标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提出并归口。 

第十九条 出版发行 



标委会秘书处负责组织管理团体标准出版物的出版，出版物可以是纸质文

件，也可以是电子文件。需要时可采用中英文对照版式。若发生异议时一律以

中文文本为准。 

第二十条 标准版权 

团体标准的版权归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所有。 

第六节  标准的复审 

第二十一条 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由标委会组织

复审，复审期不宜超过五年。 

第二十二条 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 

第二十三条 复审结论包括：建议制定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确认团体

标准继续有效、修订或 废止。 

第七节  标准的实施 

第二十四条 协会将推动团体标准的实施与推广，通过协会网站等平台发

表自我声明公开团体标准信息，并在网络、微信、会议等平台对标准进行宣

贯，组织团体标准宣贯、咨询和培训等。 

第二十五条 本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供本协会成员约定采用，非协会成

员需备案后自愿采用。采用团体标准的企业，可在其产品或说明书、产品铭

牌、 评价证书、包装物上等标注所执行的团体标准编号。 

第二十六条 团体标准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应的团体标

准应予以废止。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团体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向协会

沟通、反应、投诉。标委会秘书处应及时作出处理。 

第二十八条 社会团体自愿向第三方机构申请开展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

价。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应当按照团体标准化系列国家标准（GB/T 

20004.2-2018）开展，并向社会公开评价结果。 

第二十九条 鼓励各部门、各地方在产业政策制定、行政管理、政府采

购、检验检测、资质评价、认证认可、招投标等工作中应用团体标准，并鼓励

将团体标准纳入各级奖项评选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