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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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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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３７）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京津冀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

北京睿曼科技有限公司、河间市睿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

技术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广州市花都全球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机研标准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九工厂、

上海百旭机械再制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省区域资源与环境发展研究院、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孚美变速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山东中科机械再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大学、陕西天

元智能再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伟、姚巨坤、周新远、于鹤龙、史佩京、魏敏、刘渤海、郑汉东、李凯、吴益文、

孙婷婷、黄志勇、王红美、宋琪、敖秀奕、沈莉、奚道云、李海庆、吉小超、黄璇璇、李玉杰、刘欢、韩宏升、

迟永波、范立国、陈意、王春昌、韦敬。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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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械产品再制造质量是促进再制造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提升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

保证。随着再制造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再制造产品质量水平，提高了再制造产品

的客户接受度和市场占有率，最大化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是根据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要求，对再制造产品质量指标及其影响再制

造机械产品质量的全过程要素进行确定和评价，并形成结论的过程。再制造产品质量指标由再制造的

技术、工艺、设备、管理、人员、备件及加工辅料等约束要素条件决定，其质量评价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再制

造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实际再制造质量评价中按要求执行。再制造产品质量主要是通过再制

造生产过程来保证，因此，再制造产品质量评价除再制造产品符合相关技术指标外，还需要面向再制造

生产工艺的全过程进行评价，其质量评价指标具有全流程、全要素和行业普适性等特点，在具体的要求

和实现措施上更加具有目的性。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既可为政府部门对再制造企业质量管理提供评价标准规范，也可以促进

再制造企业通过自评，发现再制造产品生产过程中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并通过不断改进再制造生

产工艺和技术，提高再制造机械产品的质量。

遵循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管理要求，建立再制造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通则，对提高再制造

产品质量，促进我国再制造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意义。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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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　机械产品质量评价通则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的评价总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组织与流程、质量评

价应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指标确定及评价活动，并在再制造企业改进生产过程、提升

再制造产品品质时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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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ＧＢ／Ｔ２７６１１　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通用要求及标识

ＧＢ／Ｔ２８６１９—２０１２　再制造　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和ＧＢ／Ｔ２８６１９—２０１２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　狉犲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犱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根据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要求，对再制造产品质量指标及其影响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的全过程要

素进行确定和评价，并形成结论的过程。

３．２

恢复性再制造　狉犲狊狌犿犲犱狉犲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恢复再制造毛坯质量特性的再制造模式。

［来源：ＧＢ／Ｔ２８６１９—２０１２，２．４］

３．３

升级性再制造　狌狆犵狉犪犱犲狉犲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对再制造毛坯进行技术改造、局部更新，改善或提升其质量特性的再制造模式。

［来源：ＧＢ／Ｔ２８６１９—２０１２，２．５］

３．４

改造性再制造　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

对再制造毛坯进行结构或技术功能的修改与变更，使再制造产品适合其他领域新需求的再制造

模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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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评价通则

４．１　评价范围

４．１．１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应包括产品质量技术指标检测与影响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的全流程

全要素评价。

４．１．２　依据再制造技术和工艺特点，对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技术指标进行检测，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ａ）　对于恢复性再制造生产的机械产品，其质量技术指标采用与原型新品同等标准；

ｂ）　对于经过重新再制造设计的升级性再制造或改造性再制造模式生产的机械产品，以再制造设

计文件中规定的相关质量技术指标作为检测项目。

４．１．３　再制造机械产品生产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全流程和全要素，主要包括毛坯回收，再制造生产中的

拆解、清洗、检测、加工、装配、检验、涂装，营销及服务等内容。

４．２　评价要求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遵循以下通用要求：

ａ）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技术指标达到合格要求，对于不达标者，不予评价；

ｂ）　参评的再制造生产商对所提供资料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ｃ）　同类型再制造机械产品其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相同，不同再制造生产商生产的同类型再制造

产品质量适用同类评价指标及权重。

４．３　基本原则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宜在政策法规、标准及利益相关方要求的框架内实施，在实施再制造机械

产品质量评价时需考虑以下因素：

ａ）　企业环境资源责任，对环境利益、社会效益、经济利益与产品质量的综合衡量；

ｂ）　质量标准自愿协定、标准技术水平与要求；

ｃ）　市场或消费者的需求、发展趋势和期望；

ｄ）　社会和投资者对再制造机械产品的期望等。

５　评价指标

５．１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共设置１１个一级指标，如表１所示，其中 “产品技术指标”中“产品质量

技术指标检验合格”作为先决条件。

５．２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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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产品技术

指标

１．１产品质量技术指标检验合格（质量评价的先决条件，其中恢复性再制造的产品质量技术指

标按照原型新品检测，升级性再制造和改造性再制造产品质量技术指标按再制造前设计指标

进行检测）

１．２可靠性

１．３维修性（包括再制造性）

１．４绿色度（包括再制造率、废旧资源利用率、节能率、节材率、减少三废排放率、环保效益等）

１．５经济性

１．６其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２．企业基本

条件

２．１拥有良好的生产管理体系，具备所需的人员、技术、设备、场地等条件

２．２建立并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２．３建立并实施环境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２．４建立并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２．５拥有规范科学的再制造标准体系

２．６法律法规、质量、环境、安全等领域的信用状况

２．７员工技术创新水平和业务能力素质，具备一定的技术革新及创新能力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３．旧件回收

３．１旧件回收规范与办法

３．２旧件存放场所满足要求，并摆放有序，管理规范

３．３旧件经过外观检测、内部零件检测与初步分类办法并可实施

３．４稳定的再制造毛坯回收渠道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４．旧件拆解

４．１拆解工艺规程及技术要求卡片满足质量要求

４．２拆解工具及专用设备满足正常拆解需要

４．３旧件拆解工作场地满足拆解和人员防护要求

４．４采用无损拆解方式，拆解报废率低

４．５拆解件实现分类摆放

４．６拆解之后污泥较多零配件进行一次粗洗进入下道工序，拆解场地及废弃物处理满足环保

要求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５．旧件清洗

５．１制订清洗工艺规程及技术指标要求卡片

５．２旧件清洗设备及场地满足操作及安全要求

５．３旧件清洗后清洁度达到检验要求

５．４旧件清洗效率高，清洗损伤率低

５．５清洗设备及废弃物处理符合环境要求

５．６旧件清洗后分类摆放，清洗过程能追溯

３

犌犅／犜４１３５２—２０２２

库七七 www.kqqw.com 标准下载



表１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６．旧件检测

６．１旧件质量检测工艺卡及检测技术参数要求明确

６．２旧件质量检测设备及工具满足检测精度及效率要求

６．３旧件检测结果记录符合要求并能追溯，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做好报废或者修复处理

６．４检测后旧件分类合理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７．再制造

加工

７．１再制造加工工艺规范及技术文件完善

７．２再制造加工设备及场地满足再制造生产要求

７．３旧件表面和体积损伤的再制造修复设备和技术

７．４再制造加工后零件质量合格率高

７．５再制造加工后零部件保存合理规范

７．６无法再制造加工和外购零件的制造生产能力

７．７再制造加工满足生产安全要求与环保规范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８．再制造

产品装配

８．１再制造装配工艺规程及技术参数要求明确

８．２再制造产品装配设备、工具及场地符合要求

８．３再制造装配根据生产作业指导书操作生产效率高

８．４新购件供应稳定，质量可靠

８．５装配质量检测合格率高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９．再制造

产品质量

检验

９．１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指标设置明确合理

９．２再制造产品质量技术指标检测技术标准规范，能提供检测报告

９．３再制造产品质量检测设备及场地满足产品出厂检测要求

９．４再制造产品质量检测效率和可靠性高

９．５不合格产品处置方式完善科学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１０．再制造

产品涂装

１０．１再制造产品涂装工艺规程及技术参数要求明确

１０．２再制造产品涂装设备及场地符合涂装要求

１０．３再制造产品涂装生产自动化程度高

１０．４再制造产品涂装符合环保、工人防护和生产安全要求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１１．再制造

产品营销与

服务

１１．１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与模式

１１．２有良好的再制造产品售前以及售后服务模式

１１．３客户对再制造产品使用满意度好

１１．４再制造产品授权和标识使用规范，标识符合ＧＢ／Ｔ２７６１１的规定

１１．５再制造产品说明书、保修单合格证等资料

１１．６包装与运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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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评价方法

６．１　评分方法

可按千分制进行打分评价。不同类型再制造产品的一级与二级指标设置及分值比重，可根据

具体评价的再制造产品生产特点和要求，由评价专家组讨论后调整确定。按照评价流程与评价标

准，由专家组成员独立评分后，以平均分作为最终评分结果。再制造发动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

附录 Ａ的表 Ａ．１。

６．２　等级划分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认定评价等级可设定为５级，分别是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合格。

ａ）　评价得分在［９００～１０００］为优秀级，表明质量管控水平优秀，能够保证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

稳定。

ｂ）　评价得分在［８００～９００）为良好级，表明质量管控水平良好，可有选择地改进较弱项目。

ｃ）　评价得分在［７００～８００）为中等级，表明质量管控水平一般，需要进行相关薄弱环节系统改进。

ｄ）　评价得分低于［６００～７００）分为及格，表明质量管控水平较差，需要全面改进提高质量保障

系统。

ｅ）　评价得分低于６００分为不合格，表明质量管控存在重大问题，需要重新规划调整质量保障

系统。

７　评价组织与流程

７．１　质量评价的组织

可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下文简称为质量评价机构）对再制造企业的再制造产品进行质量评价，以

便对再制造企业进行分级监管；再制造企业也可进行自评估。

７．２　质量评价的流程

７．２．１　评价流程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流程如图１所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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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评价流程

７．２．２　评价环节要求

７．２．２．１　再制造方申请

再制造评价申请方提交质量评价申请，并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涉及的相关内容以及证明材料、真

实性承诺书等材料。

７．２．２．２　质量评价机构初审

质量评价机构应在接到申请后若干工作日内成立初审质量评价小组，负责依据再制造评价申请方

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初审通过，评价机构负责组建评价专家组；审核不通过，应告知不能通过初

审的原因，评价工作结束；或再制造评价申请方完善后重新提交材料。通过初评材料后，质量评价机构

应提前将现场考察时间及相关事项告知委托方。

７．２．２．３　组建评价专家组

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ａ）　质量评价机构宜组建评价专家组，专家人数宜为５人以上单数，且专家组成员应与申请评价企

业无利益关系；

ｂ）　专家由本领域从事技术研究、生产管理、政策法规标准及用户等方面的专家构成；

ｃ）　再制造质量评价专家组讨论确定评价指标及分值权重，明确质量分数的分级区间；

ｄ）　质量评价机构宜提前将评审时间告知评审专家，同时将申报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等方式

提供给专家。

７．２．２．４　现场考察

现场考察主要流程包括：

ａ）　评价专家组应向再制造企业介绍质量评价目的、内容、指标、方法等事项；

６

犌犅／犜４１３５２—２０２２

库七七 www.kqqw.com 标准下载



ｂ）　再制造企业介绍总体情况；

ｃ）　评审专家现场考察再制造企业；

ｄ）　评审专家向再制造企业质询；

ｅ）　再制造企业解答质询并提供相关证明与依据；

ｆ）　评审专家依据考察及质询情况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

ｇ）　现场考察报告相关结论与再制造企业交流与确认。

７．２．２．５　出具评价报告

质量评价机构依据现场考察结果出具质量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ａ）　质量评价机构基本情况，质量评价机构组织过程，评审专家的单位、资质和身份；

ｂ）　再制造企业的基本情况，委托方参与人员的资质和身份；

ｃ）　质量评价目的；

ｄ）　质量评价内容、指标、方法及过程；

ｅ）　相关评价指标的分数说明及证明材料，评价总分及评定的质量等级；

ｆ）　评审专家及质量评价机构的指导意见；

ｇ）　评审时间。

７．２．２．６　公示、申诉与复核

质量评价机构宜对评审结果进行一定期限的公示。被评价企业若对评价结果有异议，可提出书面

申诉意见。质量评价机构可根据公示反馈情况或再制造企业的意见，对质量评价报告进行复核，必要时

再进行现场考察，并对申诉进行答复，形成最终质量评价结论报告。

８　质量评价应用

８．１　质量评价结果可为政府对再制造企业的管理及政策完善提供依据，也可为再制造企业根据评价结

果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工艺、技术改进及管理从而提升再制造机械产品质量水平提供参考。

８．２　评价机构应对评价的全过程文档资料进行存档管理，保存期限不低于５年；参评再制造企业宜参

考执行。

８．３　机械产品生产企业在支持再制造产品进入自身售后体系销售，保险公司在将再制造产品纳入维修

备件体系，机械产品维修企业采购再制造产品以及政府机关（部队）等公共机构在产品维修业务等过程

中，可优先选择获得良好级以上质量评定的再制造企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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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再制造发动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表Ａ．１以再制造发动机为例，给出了再制造发动机质量评价的一级指标及其分值，二级指标内容，

作为评价参考。其他类型再制造产品评价，可以由评价组参考确定具体评价指标及分值权重。

表犃．１　再制造发动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产品技术

指标

（５０分）

１．１产品质量检验合格（一票否决条件）

１．２可靠性

１．３维修性（包括再制造性）

１．４绿色度（包括再制造率、废旧资源利用率、节能率、节材率、减少三废排放率、环保效益

等）

１．５经济性

１．６其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２．企业基本

条件

（１００分）

２．１拥有良好的生产管理体系，具备所需的人员、技术、设备、场地等条件

２．２建立并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２．３建立并实施环境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２．４建立并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２．５拥有规范科学的再制造标准体系

２．６法律法规、质量、环境、安全等领域的信用状况

２．７员工技术创新水平和业务能力素质，具备一定的技术革新及创新能力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３．旧件回收

（７０分）

３．１旧件回收规范与办法

３．２旧件存放场所满足要求，并摆放有序，管理规范

３．３旧件经过外观检测、内部零件检测与初步分类办法并可实施

３．４稳定的再制造毛坯回收渠道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４．旧件拆解

（１００分）

４．１拆解工艺规程及技术要求卡片满足质量要求

４．２拆解工具及专用设备满足正常拆解需要

４．３旧件拆解工作场地满足拆解和人员防护要求

４．４采用无损拆解方式，拆解报废率低

４．５拆解件实现分类摆放

４．６拆解之后污泥较多零配件进行一次粗洗进入下道工序，拆解场地及废弃物处理满足环

保要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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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再制造发动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５．旧件清洗

（１００分）

５．１制订清洗工艺规程及技术指标要求卡片

５．２旧件清洗设备及场地满足操作及安全要求

５．３旧件清洗后清洁度达到检验要求

５．４旧件清洗效率高，清洗损伤率低

５．５清洗设备及废弃物处理符合环境要求

５．６旧件清洗后分类摆放，清洗过程能追溯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６．旧件检测

（８０分）

６．１旧件质量检测工艺卡及检测技术参数要求明确

６．２旧件质量检测设备及工具满足检测精度及效率要求

６．３旧件检测结果记录符合要求并能追溯，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做好报废或者修复处理

６．４检测后旧件分类合理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７．再制造加工

（２２０分）

７．１再制造加工工艺规范及技术文件完善

７．２再制造加工设备及场地满足再制造生产要求

７．３旧件表面和体积损伤的再制造修复设备和技术

７．４再制造加工后零件质量合格率高

７．５再制造加工后零部件保存合理规范

７．６无法再制造加工和外购零件的制造生产能力

７．７再制造加工满足生产安全要求与环保规范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８．再制造

产品装配

（７０分）

８．１再制造装配工艺规程及技术参数要求明确

８．２再制造产品装配设备、工具及场地符合要求

８．３再制造装配根据生产作业指导书操作生产效率高

８．４新购件供应稳定，质量可靠

８．５装配质量检测合格率高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９．再制造产品

质量检验

（１００分）

９．１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指标设置明确合理

９．２再制造产品质量技术指标检测技术标准规范，能提供检测报告

９．３再制造产品质量检测设备及场地满足产品出厂检测要求

９．４再制造产品质量检测效率和可靠性高

９．５不合格产品处置程序完善科学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１０．再制造

产品涂装

（６０分）

１０．１再制造产品涂装工艺规程及技术参数要求明确

１０．２再制造产品涂装设备及场地符合涂装要求

１０．３再制造产品涂装生产自动化程度高

１０．４再制造产品涂装符合环保、工人防护和生产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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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再制造发动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１１．再制造

产品营销与

服务

（５０分）

１１．１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与模式

１１．２有良好的再制造产品售前以及售后服务模式

１１．３客户对再制造产品使用满意度好

１１．４再制造产品授权和标识使用规范，标识符合ＧＢ／Ｔ２７６１１的规定

１１．５再制造产品说明书、保修单合格证等资料

１１．６包装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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