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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河南省产品质量安全检

验检测技术机构建设规划(2006—2010年)的通知 

 
(豫政办 〔2007〕99号)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编制的《河南省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机构建设规划(2006—2010年)》已

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九月十三日 

河南省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机构建设规划(2006-2010年)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二○○七年九月十三日)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检验检测技术保障能力,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维护河南产品质量信誉和整体形象,根据《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和《国家质检总局“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特制定《河南省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机构

建设规划(2006—2010年)》。 

  一、我省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机构现状 

  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以下简称技术机构)是政府依法设置或授权的标准研究、计量检

定测试和质量检验技术机构的总称。主要任务是通过研究制定标准,建立计量基准和标准,按照合格评

定程序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检测和质量评价,为社会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产品质量评价技术数据,为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供法律依据。 

  近年来,全省建成了一批国家质检中心和省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标准数据库和WTO燉TBT

通报咨询中心,获得了电能表、水表、煤气表、衡器国家型式批准授权,电能标准、流量检测、电信计

量等项目检测能力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省、市、县三级食品和农产品实验室基本建成,具备了电站锅

炉、压力容器和机电类特种设备检测能力,国家规划建设的12个棉花质量仪器化公证检验实验室已经建

成7个。全省共有依法设置的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技术机构170个,依法授权建在部门、企业、科研院所和

高等院校的国家级和省级质检机构46个,专业计量检测站256个,部门和企业根据内部需要建设了一批检

验检测专业机构,初步形成了包括标准、计量、质量检验、纤维检验、特种设备检验在内的覆盖省、

市、县三级的技术机构体系。 



  全省技术机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标准和计量体系不完善,低水平重复建设,缺少高水平的国家

级和省级技术机构,对全省产业覆盖面不足;产品质量安全性能分析测试能力较弱,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

保护技术体系;发展机制不活,人才缺乏。 

  二、技术机构建设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基本思路 

  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技术机构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出重点,

科学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基础建设,提升技术能力,提高人才素质,基本形成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技术支撑体系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和谐稳定、提高政府质量监管水平的重要

技术保障。(二)基本原则1.服务产业发展原则。围绕我省优势产业、高成长型产业和主导产品、加强

节能减排工作,努力做到检验检测体系与产业体系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2.服务和谐民生的原则。以保障人身健康安全、公共安全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重点,加强安全和

贸易结算等项目建设。 

  3.服务行政监管原则。强化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技术机构的社会公益性、基础性地位,保证社会技术

机构第三方公正性,加强政府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技术能力建设。 

  4.统筹兼顾原则。发挥全省各类检验检测技术机构整体合力,提升现有技术机构能力,高起点建设

新的技术机构,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5.分类指导原则。集中力量加强国家质检中心和省综合院所建设,加强省级计量和县级民生计量项

目建设,利用市场机制开展质检项目建设。努力使技术机构实现从低水平、小而全、散而弱向高水平、

大而强、专而精的方向转变,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检验方式转变,实现从单一的检验检测向产

品质量分析测试和产品质量科技创新方向转变。 

  (三)总体目标 

  加强标准、计量、检验检测三个技术基础,建设一批在专业技术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国家质检中

心、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重点实验室,结合地方经济和产业特点建设一批省级站,提高县级技术机

构常规检验能力。形成以国家级和省级综合技术机构为龙头、省级站和市级技术机构为骨干、县级技

术机构为延伸、社会技术机构为补充的技术机构体系,成为全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具体目标 

  1.重点建设目标:提升现有5个国家质检中心的技术能力,新建15个国家质检中心。建立一批新兴产

业计量标准,建成具有我省特色的计量溯源体系、符合市场机制的计量校准服务体系。筹建国家标准馆

河南分馆。提升食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技术能力。全面完成国家棉花质量仪器化公证检验实验

室建设任务。加强县级技术机构民生计量、食品等常规检验和快速检测项目建设。 

  2.投入目标:“十一五”期间,全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技术机构新增技术装备投入争取达到5亿元,

其中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自有资金投入2亿元。争取各级政府和社会对国家质检中心和省级站设备投入3

亿元。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对社会技术机构的投入。 

  3.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和引进20名博士和100名硕士研究生,在我省质检优势专业培养学术技术带头

人50名,培养技术骨干150名。到2010年,国家质检中心高级人才比例达到40%以上,省级综合技术机构高

级技术人才达到25%以上,中级技术人才达到45%以上;市级技术机构高级技术人才达到15%以上,中级技

术人才达到30%以上;县级技术机构中级技术人才达到15%以上。 

  三、技术机构建设重点任务 



  (一)标准化技术机构建设机构体系:标准化技术机构是研究标准化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理论和管

理方法以及进行成果推广的机构。由省标准研究院、省组织机构代码中心、各类技术机构和标准化专

业技术委员会共同组成。 

  职能定位:省标准研究院要在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中介机构为桥梁的标准

研究、制定、实施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引领、协调作用,成为全省标准信息公共平台。充分发挥企业和标

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的技术优势,力争在我省优势领域实现标准研究新突破,提高标准的科技含量和市

场竞争力,提升我省在国家和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地位。 

  重点任务: 

  1.加强我省特色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努力将我省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加强食

品安全标准体系、产品追溯技术体系和农业标准化体系研究。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标准化建设。推

进射频和条码技术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化中的应用。 

  2.建设标准文献信息库和标准信息共享服务网络,成为全省科技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

部分。启动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建设,参与全省数字认证和信息安全认证体系建设。 

  3.建立健全WTO燉TBT通报数据库、技术贸易壁垒数据库,形成全省WTO燉TBT通报咨询网络和工作体

系。 

  4.在企业和科研单位形成我省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群体,培养造就一批标准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和

技术骨干。 

  (二)计量技术机构建设 

  机构体系:计量技术机构是为了保障计量单位制度的统一和测量结果的准确一致,政府依法设置或

授权建立的从事计量单位研究、建立计量基准和标准、组织量值传递或溯源、开展计量检定、校准、

测试及计量科学研究工作的机构。由依法设置的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市、县级计量技术机构和依法授权

设在部门、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专业计量检测机构共同组成。 

  职能定位: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负责建立用于统一全省量值的省级计量标准,制定计量技术规程,重点

开展科学计量和工程计量研究,依法进行量值传递,开展省级标准可以直接传递的强制检定、非强制检

定、校准、型式评价等工作。 

  市级计量技术机构负责建立用于统一本行政区域量值的计量标准,开展省统一安排的强制检定、非

强制检定和校准服务。 

  县级计量技术机构承担省统一安排的部分民生计量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工作。 

  依法授权设置的计量技术机构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内部量值传递或量值溯源,开展计量检定、校准

和测试。 

  重点任务: 

  1.全省最高计量标准体系重点建设项目。研究建立机械精密加工、电子系统稳定性、数字信息和

电磁兼容等先进制造业计量标准体系,电能、热能、生物质能节能降耗计量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检测和

环保计量保证体系,安全生产计量标准体系,医疗设备、医药生产设备性能检测等健康安全计量标准体

系,大宗物料交易、电信消费等公正计量标准体系。重点发展光学、电磁学、流量计量,开展纳米尺度

和超大尺度等部分极端量的测量研究。 

  2.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重点建设国家农业工程测试技术中心和国家水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筹建国家



建筑构件综合性能测试技术中心、国家交通安全检测设备产品性能测试中心、西气东输和南水北调大

流量测试中心。加强省计量工程技术中心、省计量学重点实验室和电磁兼容重点实验室建设,依托重点

项目启动筹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第二基地建设。提高远程测量和在线测量能力,提高计量器具定型鉴定

和样机试验能力。 

  3.参与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构建科学分析测试仪器设备检定服务平台,开展检测仪器研

究开发和分析测试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在全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中发挥基础作用;加强

标准物质研究,推进全省自然种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加强对检验检测数据的加工整理、科学分析和深

度开发,使检验数据成为全省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重要内容。 

  4.市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开展贸易结算用计量器具强制检定,中小型医用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定量

包装商品含量计量检验,量值传递和量值溯源体系改造。5.县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开展贸易结算用水

表、电表、衡器、加油机、出租汽车计价器等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县乡卫生机构小型医用计量器具检

定。 

  6.其他计量技术机构结合专业需要研究计量检定校准新技术、新方法,提高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计量

服务的能力。 

  (三)质检技术机构建设 

  机构体系:产品质量检验技术机构是政府依法设置或授权的承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仲裁检验等公

证检验的技术机构。由依法设置在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国家质检中心、省质检院和市、县级技术机构

以及依法授权设在部门、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各类技术机构共同组成。 

  职能定位:国家质检中心是代表国家最高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化技术机构,主要承担全国范围内国

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和其他检验任务,为企业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提供国际互认的检测检验技术服

务,开展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科学技术研究,负责产品质量仲裁检验,为产业发展提供检测技术平台。 

  省质检院是综合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负责全省范围内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和其他检验

任务,开展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科学技术研究。 

  省级站是区域性专业化质检机构,负责在全省范围内对特定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和其他检验

任务,开展实用性质量检测技术研究。市、县级质检机构在规定范围对规定的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检

验和其他检验任务。 

  重点任务: 

  1.国家质检中心重点建设项目。提升国家粮油及制品质检中心、国家建筑装修材料质检中心和国

家车用乙醇汽油质检中心的技术能力;建成国家肉制品质检中心、国家面粉及制品质检中心和国家承压

阀门质检中心。申请筹建国家铝制品质检中心、国家棉花质检中心、国家纺织品质检中心、国家起重

机械型式试验中心、国家传动轴产品质检中心、国家发制品质检中心、国家新型电池质检中心、国家

钼钨材料质检中心、国家硅材料质检中心和国家光电产品质检中心。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的12个国

家质检中心的技术合作,在拖拉机、轴承、耐火材料、矿山机械、石油产品、磨料模具、金属制品、轻

金属制品、齿轮、烟草、防爆电器、继电器等行业检验检测能力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以国家质检

中心和省级综合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为核心,依托省高新技术园区和特色产业集群,推进技术标准战略实

施和产业技术联盟发展。 

  2.省质检院重点加强产品安全性能指标检验和检验技术方法研究。新建和完善节能环保产品、防

火材料、纳米材料产品、转基因产品、生物质能和油品添加剂产品、家用电器产品安全性能检测实验

室。启动省质检院搬迁改造工程。 

  3.各类省级站和市级检测中心以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等实行市场准入、生产许可证管理和强制



认证管理的产品为重点,结合地方特色产业,提升现有省级质检站的能力,依托具备条件的市级检测中

心,调整或新建一批省级质检站,争取把技术能力强的省级站提升为国家质检中心。提高食品、农产品

安全检测技术能力,完善各市食品P2级微生物实验室的业务功能。加强地方特色产品常规检验项目和地

理标志产品特性检测项目建设。 

  4.县级质检机构按照统一标准建设县级食品实验室常规检验项目,配置现场快速检验仪器设备;结

合地方产业特点,开展农资、建材和农村日用消费品常规检验。 

  5.纤维检验和纺织产品检验机构重点建设劳动防护纺织产品检验实验室,加强纤维制品和纺织产品

安全性能指标检验检测,完成国家棉花质量仪器化公证检验实验室规划建设任务。纺织产品检验检测项

目由省纤维检验局和省纺织品质检中心统一规划实施。 

  (四)特种设备检验技术机构建设 

  机构体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技术机构是经政府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对锅炉、压力容

器及特种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使用、进出口等环节进行强制性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的技术机构。由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各市分院和使用单位

内设机构组成。 

  职能定位:政府部门核准设立的特种设备技术机构主要承担锅炉、压力容器及特种设备的强制性监

督检验、定期检验和型式试验工作,开展科研和咨询服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设立的技术机构负责本单

位一定范围内的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型式试验工作。 

  重点任务: 

  1.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负责郑州市辖区内业务,在全省范围内重点承担进出口设备、超

高压容器、低温容器、氧舱、铁路和汽车罐车全面检验和年度检验,额定功率大于等于125兆瓦燉台的

电站锅炉检验。重点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技术要求高的压力容器设备检验技术研究。筹建国家锅炉压

力容器产品能效测试实验室。 

  2.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负责郑州市辖区内电梯、起重机械、厂内机动车辆等安全检验业

务。在全省范围内重点开展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防爆电器、50吨以上起重机械安装安全检验,进

出口特种设备性能监督检验等。负责机电类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单位鉴定评审、质量鉴

定和事故鉴定。开展在线检测、远程监控和无损检测技术研究和事故安全分析研究,筹建厂内机动车辆

流动检验站。 

  3.市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科学研究分院、特种设备安全科学研究分院(市级特检中心)根据全省统一

业务分工,参照《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机构核准规则(TSGZ7001-2004)》的规定,开展额定功率小于125兆

瓦燉台的蒸汽锅炉检验,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检验;第一、二、三类压力容器检验;公用管道、工

业管道检验;电梯、起重机械、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检验。充实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检测检验仪器设

备。 

  四、技术机构建设保障措施 

  (一)深化技术机构改革 

  按照非盈利性科研机构和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方向,稳步推进技术机构分类改革和资源整合,实现

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内部同一城市、同一门类技术机构只设一个的目标,在省会城市形成综合性检验检测

集团。积极稳妥推进市、县级技术机构一体化发展。加强与设在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国家级和省级质检

中心的合作,探索以市场化方式组建专业化检测集团。加强检测检验市场监管,提高技术机构规范化、

信息化管理水平。积极培育和发展检验、校准、认证、标准信息服务等中介技术服务市场,保证技术机

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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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人才培养 

  引进一批急需的紧缺人才;与高等院校联合建立培养博(硕)士生的科研实习基地;抓好优秀中青年

技术骨干的专业技术培训,培养一批拔尖人才;加强基层实用性、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高

技能人才。 

  (三)搞活投融资机制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投入机制。全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技术机构每年检测业务收入的20%用于技

术装备投入,1%用于科研,3%用于人才培养。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国家质检中心列入省基本建设计划

和省重大科技项目建设计划。争取地方政府和各类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国家质检中心、省级质检站和地

方特色产业检验项目。 

  (四)加强规划实施 

  本规划在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会同省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各级、各部门要

搞好协调配合,制定技术机构设备投资指南,加强检测检验项目建设年度计划管理和实验室资质管理,推

动技术机构建设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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