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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标〔2025〕116 号

关于印发《2025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
工作要点》的通知

机械工业领域各标准化技术组织：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 年标准化

工作部署，我会提出《2025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附件：2025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5 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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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

2025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的总体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贯彻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落实《贯彻实施<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 年）》，以提升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主线，围绕“标准提质，国际提升，

实施提效”目标，聚焦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优化标准

体系，深化国际合作，强化标准实施，推动机械工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一、坚持政策协同，强化标准引领

聚焦落实机械工业发展布局，推动标准与战略、规划和政策同

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将标准化工作与行业管理紧密协同，从标准支

撑向标准引领转变。

一是做好机械工业标准化“五年规划”研究。系统评估“十四

五”规划完成情况，总结工作亮点与经验，找出工作不足，剖析问

题产生原因，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的收官工作。开展“十五五”

规划调研，将标准规划与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紧密结合。自觉主动

提高站位，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全行业携手共同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

二是做好重点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立足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行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及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等重

点产业政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产业政策实施与标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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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同频共振，加快关键领域的技术、工艺、方法、产品、装备和应

用标准研制，助力产业政策落实落地落细。

三是做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谋划。推进《新产业标准化领航

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 年）》，健全风力发电、工业机器人、

高端数控机床、农机装备、工程机械、智能检测装备、增材制造装

备以及环保装备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新型

储能和核心零部件等未来产业标准研究。

二、服务转型需求，提升标准供给质量

以数智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和融合化发展为重点，加快关键

急需标准研制，推动机械工业创新发展。围绕人身健康、生命财产

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保障，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提升保底

线能力。

一是加快产业链协同标准供给。发挥标准支撑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安全水平提升作用，聚焦重点产业链，围绕高性能、高可靠性

和高精度等共性技术，以及极端工况与特殊环境要求，制定一批基

础通用、关键技术、整机和核心零部件标准。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融

合发展，开展基础零部件、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型环保装备等标准

研制。

二是加快绿色化发展标准供给。推进与国家“双碳”标准体系

协调对接，开展高性能低碳内燃机及其零碳工厂/工业园区、真空泵

能效以及工业机械人等产品碳足迹标准研制。开展氨燃料内燃机、

甲醇燃料喷射系统、风力发电和热管理系统用冷冻空调设备等产品

碳减排技术与装备标准研制。

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标准供给。重点开展工业操作系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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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码和数据管理等智能化基础标准研制。推进山地丘陵农业机械、

电机车间以及物流仓储等数字化转型标准研制。加强 5G/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在农机装备、工程机械和重型机械等领域应用标准研制。

研制机器人多机协同和工业车辆智能网联等标准。

四是加快产业升级标准供给。优化完善农机装备、工业母机和

风力发电等装备大型化产品标准体系。推动拖拉机、起重机、土方

机械和矿山机械等产品电动化标准研制。围绕机械工业无人化设备/

产品可靠性评估、视觉传感以及环境适应等开展共性技术标准研制。

开展机械工业领域重要产品质量分级标准研制。

五是加快创新协同标准供给。研制一批创新产品和智能化技术

等填补空白和引领发展的高水平团体标准。推动机械工业环境、社

会与治理（ESG）方面团体标准研制。推进团体标准应用实施，促进

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

六是加快强制性标准供给。按照“当强则强、应强尽强”原则，

进一步梳理机械工业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项目规划和

进度安排。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土方机械、输送机械、起重机械、

电焊机、工业电热设备和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研制。

三、深化国际合作，助力产业全球化发展

支持国内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

员会（IEC）活动，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贡献中国技术方案，

与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国际标准，促进产业全球化发展。

开展国际标准的转化评估分析，加快先进适用的国际标准转化，推

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

一是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或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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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和 IEC 会议及区域标准组织活动。搭建国际标准化交流平台，

围绕优势产业、前沿新兴技术和未来产业，加强机械工业领域国际

标准化技术交流和合作。稳步推进服务机器人、增材制造和工业网

络、内燃机、工业车辆、流体测量和金属及覆盖层等领域国际标准

研制。开展轴承、紧固件、阀门和设施管理等领域国际标准预研孵

化。

二是提升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加快机械工业领域国际标

准转化，开展国际标准转化评估分析和国际标准对标达标行动，推

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对国际标准转化率低于 80%的领

域，建立督查台账，制定提升措施。重点推动光学和光子学、工业

风机、阀门、木工机床、刀具、电动工具、铅酸蓄电池、水轮机、

电线电缆、电工合金、模具、设施管理和仿生学等领域先进适用国

际标准的转化。

三是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围绕海外工程项目建设，加强

共建“一带一路”标准联通，推动中国标准海外应用，鼓励按需制

定标准外文版，重点加强高端机床、人形机器人、工程机械和铸造

机械等领域标准外文版研制。

四、完善工作机制，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

建立健全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协调机制，完善“缺标补标，低

标提标，优标转标，有标贯标”的工作体系，加强标准化技术组织

建设和管理，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加强标准推广和实施效果评估，

引导企业在研发、生产和管理全过程落实相关标准要求。

一是健全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标准制定周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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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鼓励标准化技术组织加强标准预研。进一步压缩标准制定时间，

新立项机械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周期控制在 12 个月内。支持标准化技

术组织与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密切协作，加强对标准中关键技术指标

的试验验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标准。加强标准维护更

新、升级迭代和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及时复审修订老旧标准，废

止落后标准。

二是加强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和管理。紧密关注国家新战略领

域与国际最新趋势，及时申报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和国际对口单

位。研究建立机械工业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的考核评价机制，在部

分领域开展考核评价试点。建立专业化人才队伍培育机制，鼓励企

事业单位培养科技与标准复合型人才、产业与标准融合型人才以及

国际标准化领军人才。

三是强化标准推广和实施效果评估。新制修订的标准要落实标

准化技术组织在标准实施中的主体责任，做好标准的宣传与解读。

加大重点标准宣贯力度，引导企业在研发、制造和管理等环节对标

达标。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与研究，总结优秀案例，健全评估机

制。发挥新媒体以及行业协会等社会多方力量的作用，共助标准有

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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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行业协

会，本会有关部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5 年 6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