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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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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第2部分。GB/T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第2部分: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本文件代替GB/T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和GB/T20000.9—

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9部分:采用其他国际标准化文件》。本文件以GB/T20000.2—2009为主,整合

了GB/T20000.9—2014的内容。与GB/T20000.2—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a) 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将适用的我国标准化文件严格限定为国家标准化文件,将依据的国际

标准化文件确定为ISO/IEC标准化文件(见第1章,GB/T20000.2—2009的第1章);

b) 增加了一致性程度为“等同”时“允许的结构调整”这一特殊情况(见4.1.2.1);

c) 增加了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包括的几种情况[见4.1.2.2中的i)、j)和k)],并删除了“使用不

同计量单位制时增加单位换算内容”这一情况(见GB/T20000.2—2009的4.2);

d) 将“总则”更改为“总体原则和要求”,并更改了相应的技术内容(见第5章,GB/T20000.2—

2009的5.1.1、5.1.2、5.1.3和附录E);

e) 删 除 了 有 关 翻 译 法 和 重 新 起 草 法 的 概 念 和 有 关 表 述,以 及 方 法 选 择 的 相 关 规 定(见

GB/T20000.2—2009的5.2.1、5.3.1和5.4);

f) 增加了“起草步骤”一章(见第6章);

g) 增加了编写要素“前言”的若干规则,并将GB/T20000.2—2009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见

7.2,GB/T20000.2—2009的5.1.4、6.1.1和6.1.3);

h) 增加了编写要素“规范性引用文件”的若干规则,并将GB/T20000.2—2009的有关内容更改

后纳入(见7.4,GB/T20000.2—2009的6.2.1、6.2.2、6.2.3、8.3.2和8.3.3);

i) 增加了“引用文件的替换”中的相关内容,并将GB/T20000.2—2009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

(见7.5.1、7.5.2.1,GB/T20000.2—2009的6.2);

j) 增加了要素“参考文献”的若干编写规则(见7.6);

k) 增加了“附录”的表述规则(见8.3)。
本文件参考ISO/IEC指南21-1:2005《区域标准或国家标准采用ISO/IEC标准和其他标准化文件

 第1部分:采用ISO/IEC标准》和ISO/IEC指南21-2:2005《区域标准或国家标准采用ISO/IEC标准

和其他标准化文件 第2部分:采用ISO/IEC标准以外的其他标准化文件》起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

效,文件类型由ISO/IEC的指南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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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出版社、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中国家用电

器研究院、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佳、逄征虎、白殿一、刘慎斋、杜晓燕、王益谊、白德美、李刚、马德军、王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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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锡林、王文利、刘益新。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0000.2,2001年首次发布,2009年第一次修订;
———GB/T20000.9,2014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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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标准化是为了建立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益而开展的制定并应用标准的活动。为了保证标准化活

动有序开展,促进标准化目标和效益的实现,对标准化活动本身确立规则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类标准化机

构开展标准化活动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
在该标准体系中,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是指导我国标准化活动的基础性和通用性的标准。

GB/T1旨在确立适用于标准化文件起草、制定和组织工作的准则,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起草各类标准化文件需要遵

守的总体原则和相关规则。
———第2部分: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起草

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国家标准化文件需要遵守的总体原则和相关规则。
———第3部分:标准化文件的制定程序。目的在于为标准化文件的制定工作确立可操作、可追溯、

可证实的程序。
———第4部分:标准化技术组织。目的在于为使标准化技术组织能够被各相关方广泛参与而确立

组织的层次结构、规定组织的管理和运行要求。
起草标准化文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是自主研制起草;二是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起草。

与这两种方法有关的起草规则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将适用于第二种方法的起草规则编制成GB/T1的

“第2部分”是十分必要的。

ISO/IEC指南21-1:2005和ISO/IEC指南21-2:2005是各国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起草

国家标准化文件的指南。我国将这两个国际 标 准 化 文 件 修 改 采 用 为 GB/T20000.2—2009和

GB/T20000.9—2014,它们对指导以国际标准化文件为基础起草我国标准化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

而随着标准化实践的发展、标准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急需对原文件中规定的内

容进行调整,以便适应新的发展变化。首先,为了严格遵守ISO/IEC规定的规则,避免版权纠纷,需要

对文件适用的我国标准化文件,以及起草所依据的国际标准化文件的范围进行调整:将适用的我国标准

化文件严格限定为国家标准化文件;将依据的国际标准化文件确定为ISO/IEC标准化文件。其次,从
指导我国国家标准化文件起草的实际出发,需要将GB/T20000.2和GB/T20000.9整合修订为一个标

准化文件,并进一步调整文件的结构,完善文件的内容。
本次修订在参考ISO/IEC指南21的基础上,重点考虑了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起草国家

标准化文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明确了起草步骤,厘清了相关要素和附录的编写规则。通过确立明确的

起草规则,让标准化文件起草人依据的准则更加清晰易操作,从而起草高质量的国家标准化文件,更好

地促进贸易、交流与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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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以ISO/IEC标准化文件
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国家标准化文件与对应ISO/IEC标准化文件1)的一致性程度,确立了以ISO/IEC标

准化文件为基础起草国家标准化文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规定了起草步骤、相关要素和附录的编写

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起草国家标准化文件。以其他组织发布的标准化文

件为基础起草时,根据相应组织的版权和采用政策参考使用。

1) ISO/IEC标准化文件包括ISO发布的、IEC发布的以及ISO和IEC共同发布的标准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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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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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标准化文件 standardizingdocument
通过标准化活动制定的文件。
注:我国标准化文件包括标准、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等文件类型。ISO/IEC标准化文件包括标准、技术规范

(3.1.1)、可公开提供规范(3.1.2)、技术报告(3.1.3)、指南(3.1.4)、国际研讨会协议(3.1.5)等文件类型。

[来源:GB/T20000.1—2014,5.2]

3.1.1 
技术规范 TechnicalSpecification
TS
<ISO和/或IEC发布的>现阶段由于标准化对象涉及的技术内容仍处在发展阶段或未达成形成标

准所需要的协商一致等原因,在委员会阶段通过的、未来有可能形成标准的标准化文件。
注:制定TS的原因还包括尚不能立即获得批准成为ISO/IEC标准所需要的支持或者其他原因。通常,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在提案阶段提出TS新工作项目提案。在实践中,也存在提案阶段提出制定标准的新工作项目提案,

但是由于上述原因,在委员会阶段再决定作为TS发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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