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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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001《标准起草规则》与 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GB/T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的编写指南》、GB/T20003《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和GB/T20004《团体

标准化》共同构成支撑标准化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GB/T20001《标准起草规则》的第8部分。GB/T2000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符号标准;
———第3部分:分类标准;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第5部分:规范标准;
———第6部分:规程标准;
———第7部分:指南标准;
———第8部分:评价标准;
———第10部分:产品标准;
———第11部分:管理体系标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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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国

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分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晓燕、白殿一、王益谊、刘慎斋、逄征虎、李佳、白德美、丁树伟、车迪、牛娜娜、

李刚、刘曦泽、刘冰、王丽君、李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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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标准化活动的内容之一是为建立完善的技术规则而起草高质量的标准化文件。为了保证标准化活

动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在该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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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普遍适用于起草

各类标准化文件的总体规则。然而,对于具体标准化文件的起草,还需要确立更有针对性的特定规

则,形成总体规则与特定规则相结合的规则体系,以便促进形成高质量的标准化文件。

GB/T20001《标准起草规则》即是为了确立特定规则而编制的文件。依据标准内容的功能或标准

针对的标准化对象,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型或对象类别。针对不同功能类型、对象类别的标准需

要分别确立起草规则,因此将GB/T20001分为两组:第10部分之前为第一组,针对不同功能类型的标

准确立起草规则;第10部分(含)以后为第二组,针对不同对象类别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

标准的总体功能是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确立技术规则,该总体功能通过不同功能类型标准中的特

定规则来实现。标准的功能类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为便利顺畅交流而对专业领域或标准化对象界定

概念、符号或分类结果,并确立相应体系的术语标准、符号标准、分类标准;二是为证实活动及其结果是

否符合相应规则而描述证实活动的试验标准;三是为活动及其结果规定可直接应用或可声明符合的规

则的规范标准、规程标准、评价标准;四是为形成技术解决方案或标准化文件等提供方向性指导的指南

标准。这些标准的应用将建立各种活动的概念秩序、行为秩序和结果秩序,从而促进共同效益。

为了在起草标准时充分体现标准的功能,GB/T20001中的第一组文件将针对各功能类型标准确

立需要遵守的起草规则,拟由八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术语标准。目的在于为界定概念体系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构建交流的基础。
———第2部分:符号标准。目的在于为界定符号体系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提供快速识别、有

效交流的形象化表征概念的体系。
———第3部分:分类标准。目的在于为确立分类体系/分类结果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在分类

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第4部分:试验标准。目的在于为描述试验活动并得出结论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对产品

的性能/过程或服务的效能进行证实。
———第5部分:规范标准。目的在于为规定可证实的要求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能判定产品、

过程或服务是否符合标准中的规定。
———第6部分:规程标准。目的在于为规定可追溯/可证实的过程/程序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

能证实规定的程序是否得到履行。
———第7部分:指南标准。目的在于为提供普遍性、方向性指导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能掌握

某主题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技术解决方案或标准化文件。
———第8部分:评价标准。目的在于为规定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确立起草规则,以便能评

价产品、过程、服务或系统并得出较全面的结果。

本文件即是其中的第8部分“评价标准”。当不仅仅需要判定标准化对象是否符合标准中规定的具

体特性,还需要对产品、过程或服务,尤其是较复杂的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时,典型的做法就是在标准中确

立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规定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并且描述评价结果形成规则。这样起草的标准即

是评价标准,其功能是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进而规定评价规则。它的核心技术要素包括“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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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取值规则”和“评价结果形成规则”,这三个要素是评价标准区别于其他功能类型标准的显著特

征,它们的有机结合使得对产品、过程、服务或系统的综合评价成为可能。

本文件的编制,结合了我国标准化原理和方法的研究与实践,重点考虑了覆盖全面且相互独立原则

以及可量化原则,从评价标准的结构、要素的编写规则等方面,确立了评价标准的起草规则,使我国评价

标准的起草有据可依,从而提升评价标准的起草质量和应用效率,有效发挥这类标准的功能。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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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规则
第8部分: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评价标准的结构和起草的总体原则,规定了文件名称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等要素的编写和表述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各层次标准中以产品、过程、服务或系统为标准化对象的评价标准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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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评价标准 evaluationstandard
确立产品、过程、服务或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规定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并描述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的标准。

3.2 
评价指标 evaluationindicator
表征评价对象的可测量、可判定的特性。

  注:评价指标可能是定量的或定性的。定量的评价指标表征评价对象的可测量特性,定性的评价指标表征评价对

象的可判定特性。

4 总体原则与要求

4.1 总体原则

4.1.1 覆盖全面且相互独立原则

覆盖全面且相互独立原则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即标准中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全面覆盖

与评价目的相关的特性;处于同一层级上的评价指标宜保持相互独立。

4.1.2 可量化原则

可量化原则是指标准中选择和确定的评价指标(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能通过客观测量、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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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或计算等方法取得量化的指标值,评价结果能以量化的方式表达。

4.2 总体要求

起草评价标准时,凡涉及通用的规则应遵守GB/T1.1的规定。

5 文件名称和结构

5.1 文件名称

5.1.1 评价标准的名称中应包含评价对象以及词语“评价”,以表明标准的类型。
示例1:循环经济评价 第X部分:火电行业

示例2:消费品召回 效果评价

5.1.2 评价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中,词语“评价”宜译为“evaluation”。

5.2 结构

5.2.1 评价标准中要素的类别及其构成、要素允许的表述形式应符合表1的规定。其中,评价指标体

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形成规则是评价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

表1 评价标准中各要素的类别、构成及表述形式

要素
要素的类别

必备或可选 规范性或资料性
要素的构成 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

封面 必备

目次 可选

前言 必备

引言 可选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文字或符号

列表

条文、移作附录;注、脚注

条文、图、表、数 学 公 式、移 作 附 录;

注、脚注

范围 必备 规范性 条款、附加信息 条文、表;注、脚注

规范性引用文件 必备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清单;注、脚注

术语和定义 必备 规范性 条款、附加信息
条文、图、数 学 公 式、引 用、提 示;示

例、注

…… 可选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可选

评价指标体系 必备

取值规则 必备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必备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可选

…… 可选

规范性 条款、附加信息
条文、图、表、数学公式、引用、提示、

移作附录;示例、注、脚注

参考文献 可选

索引 可选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清单;脚注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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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根据实际需要,评价标准还可包含表1之外的其他规范性要素,例如,符号和缩略语、分类或系

统构成等。

5.2.3 根据文件的表述需要,表1中的要素“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
价结果形成规则”“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等可直接作为章标题。

5.2.4 要素“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可根据需要(见6.2.2.4和6.3.1.3)合并编为一章,章标题为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6 要素的编写

6.1 范围

范围这一要素应对评价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内容做出提要式的说明,指明评价对象、所涉及的评价指

标体系、取值规则等内容。

范围的典型表述形式为:
“本文件确立了……[评价对象]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了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描述了评

价结果形成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评价。”

6.2 评价指标体系

6.2.1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6.2.1.1 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要素用来确立由评价指标形成的结构框架、层级关系以及其他相互关系。

评价指标体系宜建立在对评价对象、评价目的等进行综合衡量与分析的基础上。

6.2.1.2 在针对具体评价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通常采用分级的方式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框

架,且不宜超过三个层级。

6.2.1.3 根据具体情况,第一个层级的评价指标通常是:

a) 分解评价对象形成的若干方面;

b) 分解评价目的形成的若干目标。

6.2.1.4 最低层级评价指标是能直接取值的指标(见6.3.2)。这个层级的评价指标宜根据取值时所使

用的方法选择和确定:

a) 使用客观测量方法取值时,从统计数据项目、性能特征、证据依据类别等方面设定评价指标;

b) 无法使用客观测量方法取值时,从定性描述等方面设定评价指标。

6.2.2 评价指标体系的表述

6.2.2.1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每个评价指标所赋予的名称应是惟一的。

6.2.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层级宜使用“一级评价指标”“二级评价指标”“三级评价指标”作为层级统称;

根据具体情况还可使用诸如“维度层”“要素层”“因子层”等作为三个层级的层级统称。

6.2.2.3 评价指标体系宜用图呈现其结构框架,并用条文说明向下划分出层级时所依据的属性或者下

一层级的评价指标从哪些方面或维度覆盖上一层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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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5 品牌价值要素评价指标体系

5.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品牌价值要素评价指标体系由三个层级的评价指标构成(见图1)。其中,一级评价指标5个,二级评价指标

19个,三级评价指标68个。

图1 品牌价值要素评价指标体系

5.2 评价指标的设立

一级评价指标的设立主要考虑哪些要素会影响品牌价值,由构成品牌价值基础的基本要素划分而来,包括有

形要素、服务要素、质量要素、创新要素和无形要素。

二级评价指标由能表征每个一级评价指标的指标构成,对于有形要素,它反映了品牌实体的可识别且可直接

测量的资源状况,通过市场表现、盈利能力等7个二级指标来表征;对于服务要素,它反映了品牌实体为满足顾客

需求所开展的活动情况,通过服务能力、服务结果等3个二级指标来表征;……。

三级评价指标是直接取值的指标,由能衡量二级评价指标的指标构成,具体取值规则见第6章。

6.2.2.4 当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层级较少、评价指标数量不多时,可将要素“评价指标体系”与“取值规则”
合并为一章。这时,评价指标体系宜用条文描述而不需要用图来展示(见6.3.2.2中的示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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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取值规则

6.3.1 通则

6.3.1.1 取值规则这一要素用来规定评价指标取得指标值的规则。

6.3.1.2 最低层级评价指标应按照6.3.2给出的方法规定取值规则。如需要,最低层级之上的评价指标

可按照6.3.3规定取值规则。

6.3.1.3 当使用单一的取值规则且包含的条款较少,可将“取值规则”与“评价指标体系”合并为一章(见

6.3.2.4中的示例)。

6.3.2 最低层级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6.3.2.1 统计数据法

统计数据法是由评价人员基于对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计算取得指标值的方法。使用该方

法时,取值规则应规定数据来源、有效数据的时间范围、单位、指标值计算方法等内容。
  示例:

……

5 取值规则

……在开展评价时,应使用表1中规定的取值规则。……

表1中所有评价指标的数据以自然年度为基础,常住人口、就业人员为年末常住人口和年度就业人员数据。
……

表1 取值规则

序号
一级

评价指标

二级

评价指标

取值规则

数据来源 指标值计算方法 单位

1

2

3

……

经济发展

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

国家或地方统

计部门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
常住人口数量

万元/人

全员劳动生

产率
地方统计部门 全员劳动生产率=

地区生产总值
就业人员数量

万元/人

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

入强度

国家或地方统

计部 门、科 技

部门

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投入强度
=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100% %

…… …… …… ……

  ……

6.3.2.2 试验/测量法

试验/测量法是由评价人员根据试验或测量的结果按照取值规则取得指标值的方法。使用该方法

时,取值规则应规定所使用的试验/测量方法、试验/测量的结果、与试验/测量的结果相对应的指标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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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该方法时,如果存在现行适用的标准,则应引用这些标准中相应的方法。

  示例:以下示例同时给出了要素“评价指标体系”与“取值规则”合并编为一章的例子。

……

6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6.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两个层级的评价指标构成。一级评价指标包括环境健康、资源节约、生活宜居、文明和谐、管
理效率和安全保障等6个指标。其中,环境健康反映了在空气、水、噪声等方面的质量达标状况,……。二级评价

指标是直接取值的指标。

6.2 取值规则

……在开展评价时,应使用表1中规定的取值规则。……

表1 取值规则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取值规则

指标值/分
试验/测量的

结果
试验/测量方法

环境健康

室 内 空 气 环 境

达标率(a1)

噪 声 环 境 质 量

达标率(a2)

……

3 a1>95%

2 90%≤a1≤95%

1 80%≤a1<90%

3 a2=100%

2 95%≤a2<100%

1 90%≤a2<95%

…… ……

随机抽查不少于5%的住户数,并按

GB/T×××××给出的方法试验

随机抽 取 不 少 于2个 点 位,并 按

GB/T×××××给出的方法连续

测量24h

……

…… …… …… …… ……

6.3.2.3 证据判断法

证据判断法是基于所提供的证明依据,由评价人员对照判断准则取得指标值的方法。使用该方法

时,取值规则应明确规定指标值及其判断准则、支撑作出判断的证明依据。当所提供的证明依据能证明

符合判断准则时,则取得对应的指标值。
支撑作出判断的证明依据为记录、录像、证书等文件化信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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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6 取值规则

……在开展评价时,应使用表1中规定的取值规则。

表1 取值规则

一级评

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取值规则

指标值/分 判断准则 证明依据

吸引力

学术声誉

论文状况

……

国家级奖励

省部级奖励

基金论文比

开放获取情况

……

50 五年内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国出版政府

奖证书

40 五年内获得中宣部“四个一批”
“四 个 一 批”
证书

20
国家 级 基 金 的 基 金 论 文 比 高 于

35%(含)

…… ……

当年发表论文

中国家级基金

资助的论文数

量、当 年 期 刊

所发表论文的

数量

5
期刊通过单个平台提供开放获取

渠道

…… ……

期刊论文开放

获取渠道截图

…… …… ……

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

……

影响因子

……

……

30
最近一个年度影响因子达到7.5及

以上

…… ……

…… ……

…… ……

期刊在统计年

前两年发表的

论文在统计年

被引用次数与

该期刊前两年

发表的论文总

数之商

……

……

…… …… …… …… …… ……

6.3.2.4 量表法

量表法是通过选择调查对象填写等级评价量表,获得主观评价数据取得指标值的方法。使用该方

法时,取值规则应以两种相反的状态为两个端点,在两个端点中间按程度顺序排列不同的状态,并用不

同的数值来代表某种状态[例如:最高(7)、很高(6)、高(5)、一般(4)、低(3)、很低(2)、最低(1);十分满意

(5)、满意(4)、一般(3)、不满意(2)、很不满意(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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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等级评价量表有5级评价量表、7级评价量表。

  示例:以下示例同时给出了要素“取值规则”与“评价指标体系”合并编为一章的例子。

……

6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6.1 ×××评价指标体系

6.1.1 ×××评价指标体系由综合评价、线下一次一评和线上一事一评构成。
6.1.2 综合评价由三个层级的评价指标构成(见表1)。一级评价指标根据评价目的划分而来,包括群众办事便利

度、办事体验满意度、服务体系完备度和服务透明度等4个指标;二级评价指标根据……。

表1 综合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群众办事便利度

咨询渠道畅通性

从网上获得所办事项相关信息的便利性

电话咨询的畅通性、应答的满意情况

办事信息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办 事 指 南 或 事 项

清单规范性

办事指南或清单表述的通俗性

办事指南或清单表述的准确性

办事指南或清单表述的完整性

就近、就便办情况
所办事项到办事网点的距离

办事网点交通状况

省内通办、跨省通

办情况

省内通办、跨省通办线上专区、线下专窗设置情况

省内通办、跨省通办事项实际办理过程

…… ……

办事体验满意度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技

能与态度情况

工作人员业务熟练情况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诉求回应情况
办事诉求回应情况

投诉得到及时帮助情况

…… ……

…… …… ……

6.1.3 线下一次一评由行政相对人线下办事的星级评价数据构成。
6.1.4 线上一事一评由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上行政相对人网上办事星级评价数据构成。

6.2 取值规则

6.2.1 综合评价采用量表法,将满意程度划分为“十分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等五个等级,对应

的分值依次为5分、4分、3分、2分、1分。具体打分表应符合附录A中表A.1的规定。
6.2.2 线下一次一评采用行政相对人线下办事服务的星级评价数据。
6.2.3 线上一事一评直接采用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上行政相对人网上办事星级评价数据。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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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5 主观赋值法

主观赋值法是基于一定的赋值依据,由评价人员根据经验、证明依据等情况,在规定的赋值区间内

取得指标值的方法。使用该方法时,取值规则应规定针对每个评价指标的赋值依据、赋值区间。

  示例:

……

5 取值规则

……在开展评价时,应使用表1中规定的取值规则。……

表1 取值规则

一级评价

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取值规则

赋值依据 赋值区间

组织环境

对 内 部 和 外 部

关 键 事 项 的 识

别与分析

组织建立并运行识别和分析:
———内部业务模式、经营状况等机制的情况;
———外部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等机制的情况。

0分~4分

对 相 关 方 及 其

需 求 的 识 别 与

分析

对以下三方面作出判断:
———组织所确立的×××管理体系相关方的全面程度;
———组织建立并运行相关机制动态识别相关方需求的有效程度;
———相关方需求通过×××管理体系予以解决的满意程度。

0分~6分

领导作用

最 高 管 理 者 领

导作用的发挥

最高管理者:
———在决定组织愿景、使命和价值观方面的实现程度;
———在分配资源与权限、组织培训方面的实现程度。

0分~5分

…… …… ……

…… …… …… ……

6.3.3 最低层级之上的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6.3.3.1 指标值的计算

根据评价的目的,如果需要得到最低层级之上的评价指标的指标值,其取值应由该指标下一层级的

指标值计算得出。在这种情况下,应明确说明所使用的计算方法,或给出计算公式。

6.3.3.2 权重

如果评价指标的计算涉及权重,可作出相应的规定。权重可使用条文,也可使用表来表述。当使用

表时,权重宜作为单独的列,置于相应评价指标之后。
评价指标的权重宜表述为百分数的形式。为了便于计算或直观理解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评价对

象或某个评价指标细分出的下一层级评价指标的权重之和应为1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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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5 取值规则

5.1 二级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在开展评价时,二级评价指标应使用表1中规定的取值规则进行取值。……

表1 二级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一级评价

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

取值规则

指标值/分 测量/计算的结果 测量/计算方法

二级评价指标

的权重

退 回 率 比

值(a1)

消 费 者 退

回 率 比 值

(a11)

经 营 者 退

回 率 比 值

(a12)

5 a1≥1.00

4 1.00>a1≥0.75

3 0.75>a1≥0.50

…… ……

5 a2≥1.00

4 1.00>a2≥0.75

3 0.75>a2≥0.50

…… ……

消费者退回率比值=实际消

费者 退 回 率/理 论 消 费 者 退

回率
80%

经营者退回率比值=实际经

营者 退 回 率/理 论 经 营 者 退

回率
20%

危 险 残 留

度(a2)

召回前后发

生伤害或事

故 对 比

(a21)

召回范围准

确性(a22)

……

5
根据召回实施前后的伤害或事故发生频次变化估

算,不再有伤害或事故

4
根据召回实施前后的伤害或事故发生频次变化估

算,伤害或事故明显减少

…… ……

0
根据召回实施前后的伤害或事故发生频次变化估

算,伤害或事故处于同等水平或者更多

…… …… ……

…… …… ……

30%

30%

……

召回信息送

达度(a3)
…… …… …… …… ……

5.2 一级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在开展评价时,应按公式(1)计算一级评价指标的指标值。

Ei =∑
n

j=1 aijwij  …………………………(1)

  式中:
Ei ———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的指标值;
n ———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下二级评价指标的个数;
aij———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个二级评价指标的得分;
wij———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个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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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6.4.1 通则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这一要素用来描述形成评价结果的具体规则,应规定评价结果的计算方法(见

6.4.2)。根据需要,还可对以下内容作出规定:

a) 评价报告(见6.4.3);

b) 评价结果的应用(见6.4.4)。

6.4.2 评价结果的计算

6.4.2.1 在描述评价结果的计算方法时,应给出计算公式。

  示例:

……

8 评价结果的计算

按公式(1)计算×××的评价结果。

X =A·a+B·b+C·c …………………………(1)

  式中:

X ———评价结果;

A ———综合评价得分;

a ———综合评价的权重;

B ———一次一评得分;

b ———一次一评的权重;

C ———一事一评得分;

c ———一事一评的权重。

6.4.2.2 如果评价结果的计算方法中涉及通过某些中间计算方法得出的数据项,应描述这些方法。

6.4.2.3 在评价结果的计算、某些数据项的计算涉及指标值的无量纲化处理时,应给出处理的方法。根

据需要,可指明标准中涉及权重的条或表(见6.3.3.2)。

6.4.3 评价报告

如果需要对评价报告作出规定,那么应明确指明评价报告所包含的内容。通常,评价报告宜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方面的内容:
———对象;
———目的;
———所依据的标准;
———实施时间、地点,评价人员等;
———主要过程和特殊情况的处理;
———评价结果。

6.4.4 评价结果的应用

评价标准宜只规定评价活动遵守的规则以及评价结果形成规则。如何应用评价结果,通常由评价

11

GB/T20001.8—2023

订
单
号
：
0
2
0
5
2
4
0
7
0
2
6
9
6
7
2
6
 
 
防
伪
编
号
：
2
0
2
4
-
0
7
0
2
-
0
5
5
9
-
3
5
0
1
-
3
2
4
2
 
 
购
买
单
位
:
 
1
2
3
4
5
6

12
34
56
 专

用



活动的组织实施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如果评价标准的发布机构同时是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机

构,根据需要可在标准中对如何应用评价结果作出规定,例如,指明评价结果与是否通过评价或等级划

分的对应关系。
示例:

……

8.3.4 评价结果位于70分至80分(含)的为“一星级生态社区”,位于81分至90分(含)的为“二星级生态社

区”,大于90分的为“三星级生态社区”。
……

6.5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6.5.1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这一要素用来对评价活动的组织管理、运行等作出规定。为了确保评价结

果的一致性,针对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宜对组织实施作出规定:

a) 多个评价指标的取值有先后顺序要求;

b) 涉及不同的组织实施机构(视情况,可能是内部机构或外部机构);

c) 对评价人员能力或经验有特别要求等。

6.5.2 在对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作出规定时,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评价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明确评价对象、评价目的、组织机构、实施机构、评价涉及的其他相

关方(例如试验/测量机构等)等;

b) 实施步骤,包括收集数据/材料(证明依据)、分析处理数据或材料、实施现场评价、计算结果、撰
写报告等;

c) 相关评价指标取值的先后顺序;

d) 评价人员的能力或经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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