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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级表示一个组织所运行的测量管理体系经认证中心
认证符合全部的ISO 10012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

“AA”级表示一个组织所运行的测量管理体系经认证中心认
证符合ISO 10012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除“7.2测量过程”

和“8.3.2不合格测量过程”条款以外的要求。

“A”级表示一个组织所运行的测量管理体系经认证中心认
证符合ISO 10012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除“7.2测量过

程”，“7.3.1测量不确定度”，“8.3.2不合格测量过程”，
“8.2.4测量管理体系的监视”条款以外的要求。

获得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是目前我国对企业的测量管理能力的最高认可。按中启
计量体系认证中心规定，测量管理体系分为三个级别。

二、测量管理体系分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21年10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点

 （一）将“测量”概念引入计量法。借鉴国际计量法和俄罗斯计量法

的建设成果和经验，将“测量”的概念引入计量法，将传统计量概念

扩展为全过程、全要素、闭环管理的“测量统一”概念。增加“测量

保证”一章，从促进保障的角度，引导社会各方测量活动主体加强对

测量器具、测量过程、测量方法、测量结果等的管理，使各类测量活

动主体都能找到应当遵循的制度和要求，也真正体现大计量法的思路

和理念。

三、为什么要建立测量管理体系



 第五章  测量保证

 第三十七条（测量过程控制） 生产者、经营者及其他有关单位应当配备

与其生产、经营等活动相适应的计量器具并确保其溯源性，明确被测对

象，确定测量方法，加强测量过程和测量环境控制，配备相应的专业技

术人员，完善测量保障体系。

 国家推行企业计量能力自我声明制度，鼓励其通过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三、为什么要建立测量管理体系



 2021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

 （二十三）完善企业计量体系。引导企业建立完善与其科研、生产、经营

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和保障体系，加大计量投入，加强计量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强化对工业测量过程、测量数据的管理，鼓励其通过测量管理

体系认证。建立企业计量能力自我声明制度，开展工业企业计量标杆示范。

发挥龙头企业和各类计量技术服务机构引领带动作用，实施中小企业计量

伙伴计划，全面提升产业链相关中小企业计量保证能力。

三、为什么要建立测量管理体系



计量是重要的产业技术基础，也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只有测得出，才能造得出；只有测得准，才能造得精。

计量技术和能力的提升，对于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解决

卡脖子瓶颈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石”和“标尺”作用。

测量管理体系就是解决，“测什么，怎么测，测得准”的问

题。

三、为什么要建立测量管理体系



 本标准是GB/T 19000族标准之一。

 标准中的“应”（shall）表示要求，

                “应当”(should)仅起指导作用。

 新的GB/T 19000族标准中使用如下助动词：

 “应”表示要求

 “宜”表示建议

 “可”表示允许

 “能”示可能或能够

四、标准中的核心术语



 GB/T 19000标准阐明的管理原则之一是强调过程方

法。 

测量过程是支持该组织产品质量的特定过程。

过程，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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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的核心术语



 5.1 计量职能

 组织应规定计量职能。

 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必要的资源以建立和保持计量职能。

 计量职能的管理者应建立测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并加以保持和持续改进其

有效性。

 计量职能 ：组织中负责确定并实施测量管理体系的行政和技术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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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责管理



 最高管理者应：

 1规定计量职能；（形成程序文件1）

 2确定行政和测量管理体系机构；（测量管理体系组织结构图）

 3确定计量职责的分配，规定职责权限，进行沟通，组织实施和评价改进。（测量管理体系职责分配表）

 计量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应：

 1.制定体系文件；（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记录）

 2.建立测量管理体系；

 3.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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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责管理



测量管理体系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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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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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要求 △ ★ △ △ ▲ △ △ △

5.1计量职能 ★ △ ▲ △ △ △ △ △

5.2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 ★ △ △ ▲ △ △ △

5.3质量目标 △ ★ △ △ ▲ △ △ △

5.4管理评审 ★ △ ▲ △ ▲ △ △ △

6.1人力资源 △ ★ ▲ △ △ △ △ △

6.2信息资源 △ ★ ▲ ▲ ▲ △ △ △

6.3物资资源 △ △ △ △ ★ △ ▲ △

6.4外部供方  △ △ △ ★ △ ▲ △

7.1计量确认  △ △ △ ★ ▲ ▲ △

7.2测量过程  △ △ △ ★ ▲ △ △

7.3测量不确定度和溯源性  △ △ △ ★ △ △ △

8.1总则 △ △ ▲ △ ★ △ △ △

8.2审核和监视 △ △ ▲ △ ★ △ △ △

8.3不合格控制 △ △ ▲ △ ★ ▲ △ △

8.4改进 △ △ ▲ ▲ ★ △ △ △

计量职责分配表

★—归口管理部门     ▲—主要职能部门   △—相关职能部门

五、职责管理



计量手册

程序文件

作业指导书

记录

纲领性：整个企业的
测量管理体系

规范性：职能部门管理
要求

操作性：执行部门

证实性：记录、报告、报
表

可以属于文件体系中的一部分，
也可以是证实体系文件实施的客

观证据

描述为实施计量活动所涉及的职
能部门的活动

包括作业指导书、检定规程、规
范、方法

按规定的计量方针和目标、职责、
权限以及文件的管理等描述测量

管理体系

五、职责管理



 5.2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计量职能的管理者应确保：

 a）确定顾客的测量要求并转化为计量要求

 b）测量管理体系满足顾客的计量要求；

 c）能证明符合顾客规定的要求。

17

五、职责管理



 a.了解顾客对产品的要求；顾客的要求包括合同明示的或隐含的产

品质量要求、法律法规的要求。

 b.把产品的要求转化为对测量的要求；

 c.把测量要求转化为计量要求；（计量要求导出程序文件及记录）

 d.测量管理体系满足顾客的计量要求；（证明符合顾客要求的计量

特性和测量过程质量记录，顾客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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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责管理



5.3 质量目标

计量职能的管理者应为测量管理体系规定可测量（量

化）的质量目标。应规定测量过程的性能判定客观准

则、程序及其控制。

19

五、职责管理



 1.制定的质量目标应是可以衡量的；

 2.质量目标应由组织的不同层次分别制定；

 3应制定测量过程的性能的客观判定准则（如，测量过程的测量不确定度）

      形成程序文件

      规定测量过程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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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责管理



 5.4 管理评审

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应按照计划的时间间隔系统地评审测量管理体

系，以确保其持续的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评审测量管理体系所需的必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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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责管理



 适宜性：适宜性是相对于需
求而言的，指体系适应内部
和外部需求变化的能力。

 充分性:充分性是相对于体系
能力而言的，指体系的完善
程度、包括体系的要求、过
程的展开和受控是否全面。

 有效性：有效性是相对于目
标而言的，指体系运行的结
果达到设定的质量目标的程
度。

 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内部如组织结构、人员、新技术和设备运行机制的变化；

 外部如市场、顾客、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校准规范、检验方
法等。

 体系要求和持续改进

 如体系结构、文件系统、目标、资源配置等是否合理；过程和
活动是否完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否完善。

 体系和过程目标的实现

 体系方面：体系的质量管理要求是否实现，体系运行的协调性。

 过程方面：如测量设备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实施和效果。

五、职责管理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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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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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资源管理的重点

 一、资源包括：

 6.1 人力资源

 6.2 信息资源-程序、软件、记录、标识

 6.3 物资资源-测量设备、环境

 6.4 外部供方

 二、资源是必不可少的

 应由最高领导负责提供

 三、资源也是产生测量误差的影响因素

 计量职能部门要负责对资源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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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源管理



 7.1.1 总则

 应设计并实施计量确认，以确保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满足测量过程的计量要求。

 计量确认包括测量设备校准和测量设备验证。

 测量设备的操作者应得到与测量设备计量确认状态有关的信息，包括所有限制和特殊要

求。

 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应适宜其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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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的实现的重点

 一、计量确认过程是测量管理体系的核心之一

 1.计量确认包括：测量设备校准和测量设备验证；

 2.验证是校准得到的测量设备计量特性（MEMC）与计量要求（CMR）相比较；

 3.计量要求（CMR）是根据顾客的要求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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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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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特性

    能影响测量结果的可区分的特性。

    注：1、测量设备通常有若干个计量特性。

    2、计量特性可作为校准的对象。

测量设备和测量过程自身都有若干个计量特性。计量特性反映了测量设备和测量过程影响测量结果的状况，

通常用若干个定量的参数表示出来。

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通常可以通过校准得到，包括误差、量程、偏移、重复性、稳定性。

测量过程的特性可以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到，包括测量不确定度、测量误差、稳定性、重复性、复现性、操作

者的技术水平及其他特性。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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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要求

    对计量（测量）提出明示的、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

    注：计量要求可表示为最大允许误差、允许不确定度、测量范围、稳定性、

分辨力、环境条件或操作者技能要求。

计量要求是对计量特性的要求，它是为了准确获得、表述和评定产品特性值的测量要求。
计量要求取决于被测量的特性值的范围和要求。
计量要求可以表示为：
最大允许误差、允许不确定度、量程、稳定性、分辨力、环境条件、操作者技能要求。
计量要求是顾客根据相应的生产过程而对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特性或水平提出的一种要求。这种要求通
常由生产技术人员代表客户提出。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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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计量要求 计量特性

1、计量要求是客户提出来的（一般由技术人员
代表客户提出）。

2、计量要求也可以用测量区间、测量不确定
度、最大允许误差、仪器偏差、测量重复性、
测量复现性、分辨力来表示。但本质上是在计
量特性的前面加上一个允许。

3、计量要求会根据客户需求变化。

1、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是通过校准得来的。
测量过程的特性是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到。

2、计量特性可以用测量区间、测量不确定度、
最大允许误差、仪器偏差、测量重复性、测量
复现性、分辨力来表示。

3、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会随着使用时间变化。



①校准证书给出的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 （� =2）与被测量仪器设备最大

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之比满足小于或等于1/3 时：

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Δ）在其最大允许误差（MPE）范围内时，即符合要求；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计量确认中测量不确定度的应用



②校准证书给出的示值误差不确定度和被测量仪器设备的最大允

许误差之比不满足小于或等于1/3的要求时，有以下三种情况：

 |Δ|≤MPEV-U 时，测量仪器设备符合要求；

 |Δ|≥MPEV+U 时，测量仪器设备不符合要求；

 MPEV-U＜|Δ| ＜MPEV+U 时，无法判定，此区域为待定区域。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对于待定情况：

 可以向证书出具单位提出增加测量次数和改变测量方法等措施重新校准。

 必要时，可以通过采用更高一级的计量标准器进行校准或送更高一级的检

定或校准机构进行校准，使示值误差不确定度 � （� =2）和被校测量仪器

设备的最大允许误差之比满足小于或等于1/3的要求后，再进行判定。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③当校准证书给出的校准依据是计量检定规程时：

由于规程对检定方法、计量标准、环境条件等已作出规定，所

以当校准结果符合规程要求的各个检定点的示值误差时，可以

判定符合要求；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适用时，依据校准证书给出的调整或导入校准因子，对测量仪器

设备是否进行了修正；

当测量仪器设备的校准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可应用修正值或修正

因子，只要其修正后的校准结果符合要求，仍可判定为符合要求；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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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过程分类控制

按照测量结果不正确引起的产品质量风险程度及测量过程的复杂程度， 公

司测量过程实现两级分类控制：

高控测量过程（风险高，影响大）、 一般测量过程

2. 一般测量过程：是指涉及产品质量、 经营管理等方面非关键部分的测量

采取测量设备计量确认就足够的测量过程。 

七、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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