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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子计价秤分类分级管理
陈成军

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针对电子计价秤产品国抽及市场产品困扰大家的问题，通过问题导向，分析、提出分

类分级管理的建议想法，希望能通过制定标准、改变监管方式和对象等措施，实现提质增效、计量

惠民的目的。

【关键词】分类分级  提质增效  标准创新  自主声明  计量惠民

一、引言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东西五花八门，大到房子，小到针头线脑，性能高低不等，尺寸大小不一，

价格高低不同，就是同一种东西，也是分门别类有若干种，如电冰箱，单开门的、双开门的、1 级 -5

级耗能的各种级别的等等，各种分类、分级产品带给人们的感受不同，价格不同，满足了各层次消

费者的不同需求。衡器，特别是日用衡器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如电子计价秤，它被广

泛应用于集贸市场等场合，是人们粮油蔬菜等必需品的贸易结算用衡器产品，是涉及民生的计量器具。

然而，在历次国抽中某些单位的电子计价秤因某些指标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一事，使大家都很关注，

国家对《电子计价秤》产品依据 GB/T7722-2005《电子台案秤》进行了十余次国家质量抽查，检查

结果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长期困扰着计量部门和生产企业。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存

在哪里？问题的答案存在于现实的问题之中。答案不是直观的，不是信手拈来的，需要调查，需要

研究，需要思考，而且需要实践检验。生产企业能生产出合格产品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何会出现

这种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可否对该类产品进行分类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类别、等级的产品分别

进行考评、监管？本文就此进行分析论述，提出建议措施，以期与广大同仁共同做好提质增效的标

准化工作。

二、现存问题分析

1. 国抽数据

我国的生产企业均是以客户需求为目标，不断调整、降低生产成本，快速反应，提供满足市场

需要的各种产品。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有些单位为了降低成本，选用廉价的原材料、元器件，

不进行必要的检测，甚至抄袭别家的产品，只求形似，这类产品多数是经不起检验和长期使用的。

以 2019 年电子计价秤国抽为例，该次抽查的产品数量为 30，检测项目包括称量性能、重复性、偏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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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等共 15 项，其中 9 项合格率为 100%，3 项合格率为 96.67%，1 项合格率为 90%，2 项合格率为

76.67%。所抽查产品不合格项目包括：除皮称量、回零、静态温度、温度对空载示值的影响、湿热、

稳定状态、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检测项目合格率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9 年电子计价秤国抽检测项目合格率统计表

2. 现状分析

上述国抽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呢？不合格项目中，除皮称量和回零属于性能测试项目，静态

温度、温度对空载示值的影响、湿热、稳定状态 3 个项目属于影响因子测试项目，电快速瞬变脉冲

群抗扰度属于干扰性能测试，现在的质量监督检查项目中没有耐久性测试。性能测试和影响因子测

试涉及到产品称量性能，干扰性能测试涉及到产品电磁兼容性能，均是现行《电子台案秤》国家标

准中所述的检验项目。GB/T7722-2005《电子台案秤》国家标准范围中所包含的产品有电子计价秤、

电子台秤、条码打印计价秤、电子计重秤、电子计数秤等若干种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外形，适用场

合和功能需求等也各不相同，标准中中的要求有一定的范围，比如：秤的准确度等级有 3 级、4 级，

检定分度数也有最小值和大值，还有用于贸易结算的秤的最小检定分度数的规定等等。具体到某一

台产品，其相关参数指标是明确的，在此范围之内，符合相关要求既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达

到什么要求的产品可以满足需求，他们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清楚在超市售卖白菜用的计

价秤是否需要 3000 个分度或 1000 个分度的 3 级秤？还是甚至更低分度数的 4 级秤也可以。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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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售卖计价秤时会产生竞争，宣称自己的产品价格低、但能达到较高的分度数和级别。用户没

有能力或手段去检测该产品是否满足相应标准的要求，只是买来直接用而已，价格越低越好。

3. 问题归纳

根据现实情况，个人归纳总结大概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产品所标识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外观没有明显的瑕疵的话，能用就行，

谁家的价格低就买谁的；

（2）企业之间进行恶性价格竞争，不是对照标准提高质量、想办法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而是，

什么办法能降低成本就用什么办法做，只要消费者购买就行，经常坏就会经常买，变相地促进了再

次销售；

（3）消费者的需求也存在差异，有些不良商家还会提出需要不准的或是能提供作弊功能的计价

秤，以谋取利益；

（4）企业在应对国家抽查监督时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即国抽时技术监督部门按照一定的规则抽

取企业仓库中的产品进行检查测试，仓库中的产品是企业为了应付国抽按照标准要求生产准备的，

而市场上使用的产品却不一定与备查的产品一致。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即便国抽检验合格的产品，

也无法保证消费者使用的产品是合格的。

因此，单就上述检测合格率来说，无法通过国抽的结果直接判断该类产品质量的优劣。

4. 分类管理的意义

标准化是科研、生产、使用三者之间的桥梁，目前存在的问题为我们制修订标准提供了参考。

标准应用于生产，可使生产在科学和有序的基础上进行，保证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应用于管理，

可促进统一、协调、高效率；合理发展产品品种，可很好地提高企业应变能力，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促进对产品的合理利用。“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是标准化的实质。“获得最佳秩序”、

“促进最佳社会效益”是制定标准的目的。

产品质量的高低和寿命的长短是相对的，不是质量越高越好、寿命越长越好。凡事都有它的

两面性，就电子计价秤国抽而言，一是达不到较高性能指标要求的产品，是否能满足菜市场消费者

的需要，是否一定要取缔？另一方面，有些指标是否一定要使其达到高标准的要求（为此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不同的使用场合，需求是不一样的，国家斥资数亿制作

的宇宙飞船器件不能差丝毫，否则不能正常运行，损失巨大；而菜市场用的计价秤，就是分度值为

100，其误差造成的损失充其量也不过几十或者几百，买卖双方都能接受，没有必要将质量精确到几克、

价格精确到几分。所以，进行分类分级管理，考虑投入产出比，企业做性价比高的产品，分别满足

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是对各方都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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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分级管理的措施建议

如何对电子计价秤进行分类分级管理，针对不同使用场合的产品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和评判呢？

本人认为对各种不同使用环境、不同需求的产品分别明确各自的标准要求，构成由企业自主声明，

消费者认同，计量机构监督随机抽查的体系格局，严管严判，可有效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简化监督

程序、达到多方满意的结果。

1、产品标准实施情况初步调研

先举个例子，我们平常买东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些人看着摆在橱窗中的貂皮大衣非常好看，

就想买来自己穿，即便是高价也得想办法买到手，有时越是高价买的欲望越大，殊不知模特的身材

与自己的身材有多大的差距，而且漂亮的貂皮大衣在比较暖和或不是太冷的地方可能都没有机会穿。

对于衡器产品的性能指标，一般用户往往说不太清楚，但价格差不多的话，往往会觉得既然花钱了

就买最好的，通常是有指标高的不会选指标低的，产品选型过程中用户存在攀比的现象，继而导致

生产企业为了卖出产品而进行恶性价格竞争。比如：某企业介绍有 n=3000 的产品，用户就不会买另

一企业 n=1000 的了，但用户不知道 n=3000 的产品是否可以完全符合标准要求？是否具有长期稳定

性？所以，有些不良企业也会在自己的产品铭牌上标注 n=3000，浑水摸鱼。对于诚信企业来说，他

们会投入更多的生产检测费用，以确保产品满足标准的要求，而一般企业的产品，不做过多的检测、

只要做出产品就交给用户，通常不再接受后续的督查。而国家抽查是从企业仓库封样检查，是为了

考量该产品批次是否符合型式批准的指标要求，与市场上实际使用的产品是否一致，没人能证明（特

殊情况除外），两者有脱节的现象。

另一方面，与国际接轨。国际建议中对某类产品的参数要求，不是某个固定的参数值，它的适

用范围比较广，对各种产品提出某个范围值，如表 2“检定分度值、检定分度数和最小秤量与衡器准

确度等级的关系表”所示，以中准确度等级为例，检定分度数最小值为 100，最大值则达 10000，在

此范围内可选，生产企业

可根据产品销售方向，自

行选定某个明确的值，而

不必都纠缠于 n=3000 的产

品上，可根据实际情况、

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重点

销售目标上，有效降低成

本，充分满足生产、销售

和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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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分类分级标准

使标准化工作服务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制定具有前瞻性、

引领性、系统性和严谨性的高质量标准，以标准助力技术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标委会的重点工作。

根据标准的实际使用情况，衡器行业的专家们对 GB/T7722-2005《电子台案秤》标准进行复审，提

出了修订的计划，现已获批正在修订过程中。本人认为，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

从建立系统、完善衡器标准体系角度考虑，与《电子台案秤》修订标准配套提出产品分类分级管理标准，

促进我国衡器行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组织制定《电子计价秤分类分级指南》标准，

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选型、提供质量监督依据，由企业自主声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标注产品

等级等参数，避免用好的产品应付检查的情况。本人初步考虑可以在《电子计价秤分类分级指南》

标准中规定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明确产品基本参数指标和特殊要求，如：准确度等级、分度值、主要示值、基本功能、温

度范围、湿热、抗干扰、接口、安全和防护等要求。

（2）对产品适用场所进行必要的分类，提出相对应的指标要求。如：

---- 大型超市与普通农贸市场

在大型超市及管理水平较高的室内市场中，因其量大或物品价值高，需要高精度电子计价秤提

供保障，避免较大的争议，如：电子条码计价秤，需要 3000 分度的 3 级秤。而在农贸市场的日常交

易中，称量蔬菜、糖果、炒货等价值较低的货物时，称量误差产生的交易差额，往往会得到买卖双

方的认同或忽略，也就不需要使用分度数较高的产品，一般可以实现称重计量的分度数小于 1000 的

计价秤产品即可。

---- 高湿与低湿度现场

称量水产品的地方，因其环境潮湿，而应明确其防水、防漏电等特殊要求。一般干货产品的称

重就没有必要对此类指标提出要求。

---- 室内与室外外现场

室内使用的产品相对于室外环境，温度相对稳定，没有过高或过低的使用温度，温度界限与国

际建议要求一致，有 30℃的范围即可。而在室外工作的产品，日照好时能晒熟鸡蛋，冬天寒夜可降

至零下几十度，除增加必要的保护设施外，还必须对产品提出适用性性能指标要求，增大温差范围，

需要通过必要的高低温测试方可交付给用户。

（3）对产品质保期标识提出要求

产品质保期的设计也是很有学问的，生产企业选择合适的质保期节点，可使产品在质保期内保

持良好的性能，出了质保期就需要更换，恰到好处地可以进行第二次销售或服务，促进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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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可明确产品的使用寿命，到期进行更换或废弃。因此，在产品标签上进行质保

期的标识，既是对产品质量的体现（质保期长才有卖高价的资本），又可作为评价参考依据（质保

期内企业负责，超过质保期所花费用由消费者买单），对生产和消费双方都是非常方便、实用的。

3. 改变国抽的方式和对象

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标准提档升级，国家改革标准供给体系，推动消费品标准由生产型向消费型、

服务型转变，鼓励、引领企业主动制定和实施先进标准，全面实施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

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衡器产品的国家抽查管理，目的是为了保证广大消费者所使用的产品是

符合要求的，令大家满意的，安全可靠的。因此，有针对性地对在用产品进行监督检查是有成效和

实际意义的。国家正在改革改变国抽方式和目标对象，不再从仓库中抽查取样，而是全部直接到市

场上，对在用的计量产品，按照企业自主声明的、产品标识的内容进行抽查，进行符合性、长期稳

定性监测，利用大数据进行综合监管、智慧监管，避免两张皮，减少监察人员的工作量， 减少对市

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对质量一直保持良好的企业给与政策奖励，

对不合格或连续不合格者“利剑高悬”，规范、透明、公平公正地实现数字化、智慧监管，就像国

家主席习近平说过的：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结论

电子计价秤是量大面广、消费者关注度高的产品、有一定实施的基础，通过标准的制定，明确

电子计价秤的分类分级标准要求、适用范围，可以减少常规产品不必要的生产、检验和质量监督的

成本投入，提升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质量，引导消费者正确选用性价比高的产品，避免生产企业之

间的恶性价格竞争。希望能通过对电子计价秤产品的分类分级管理，达到提升产品质量、促进节能

降耗、提高劳动效率、保证公平贸易、计量惠民的目的。一些粗浅的想法，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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