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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教育组织 教育组织管理体系 审核认证机构要求》国家标

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国家标准计划编号：2022001044，以下简

称本文件）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

标准计划项目，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

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

标委发〔2024〕16 号），由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并归口，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 

（二）制定背景 

本文件等同采用 ISO/TS 21030:2023“Educational organi

zations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providing audit and c

ert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sy

stems”国际标准（以下简称 ISO/TS 21030）。 

ISO/TC 232 学习与教育服务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ISO/TC 

232”）是负责开展教育与学习服务国际标准制定的技术组织，国

内对口单位是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232 于

2020 年启动 ISO/TS 21030 制定工作，10 月通过立项投票，11 月

正式注册为标准项目。2022 年 4 月通过 DTS 投票，2023 年 10 月

正式出版。 

等同采用 ISO/TS 21030 为国家标准，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 

1．是实施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经之路 

本文件将直接落实《“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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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规划》中“加强教育等重点服务领域标准制定工作”“研

制教育等服务标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显著提高，

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 85%以上”等重要精神。 

2．是应对教育服务激烈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 

ISO/TS 21030 是 ISO 发布的专门面向教育组织管理体系审

核认证机构的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认证规则进入各国市场的

重要门槛。启动该标准研制工作，将为我国教育组织和国际对接

搭建起对接桥梁，将帮助其修炼内功、调整状态、提升实力，做

好国际市场的准备和应对，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若不进行及时采标，面对国际市场的

选择与淘汰，我国教育组织将不具优势。 

3．是提升教育服务监管能力的必要抓手 

目前我国教育服务国家标准主要集中在成人教育服务、语言

培训服务、早期教育服务、留学中介服务方面，权威、通用的审

核认证标准缺乏。作为面向所有教育服务的通用性标准，本文件

将为政府监管提供技术支撑与抓手，为教育服务行业规范化建设

提供依据，打好标准化建设基础，做好衔接，从而促进我国教育

服务行业整体稳步、健康、快速发展。 

（三）起草过程 

根据国家标准起草相关要求，本文件已依次完成草案稿和征

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后续将开展送审稿和报批稿的起草工作，

总体起草过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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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标准编制过程一览表 

阶段 时间 工作内容或成果 

预研阶段 2022年 4 月 
ISO/TS 21030 通过 DTS 投票，

启动本文件预研 

申请阶段 

2022年 5 月 

本文件通过全国教育服务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立项评审、全体

委员投票、向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提交立项申请 

2023年 10 月 
ISO/TS 21030出版，据此优化

形成本文件标准草案稿 

2024年 3 月 
标准立项评估、审核、社会公

示、计划任务下达 

起草阶段 2024年 4 月 
依次优化形成本文件标准工作

组讨论稿、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制主要原则如下： 

1．落实法律政策相关要求 

作为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技术支撑和落实手段，一方面，

国家标准中的内容不能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相冲突；另一方面，

国家标准应细化、量化、具体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的相关要

求，为落实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提供抓手。当前，我国对于

教育组织管理体系认证的要求主要散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因此，在起草本文件时，标准起

草工作组对相关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进行了深入学习，确保了本

文件与我国法律法规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真正发挥标准的技术支

撑作用，为落实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建立了可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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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循认证标准制定原理 

当前，认证活动的服务属性已被国内外广泛认可，实践亦证

明，运用服务标准化方法原理，针对认证活动开展的标准化工作

效果良好，在提升服务质量水平、优化其管理效能等方面具有显

著作用。基于以上情况，标准起草组以国内外教育组织认证服务

标准化及服务评价先进实践为蓝本，基于我国教育组织实际与认

证活动需求，突出教育组织管理体系特色，从原则、通用要求、

结构要求、资源要求、信息要求、过程要求、认证机构的管理体

系要求等方面出发，打造出一个教育组织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

的优秀范式，为开展教育组织管理体系认证活动提供科学技术指

导。 

3．确保技术内容科学先进 

作为教育组织管理体系认证领域的国家标准，本文件技术内

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先进性尤为重要。依托牵头起草 5 项教育

服务国际标准、10 余项教育服务国家标准，以及多年承担 ISO/TC 

232 秘书处和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沉浸教育服务国内外标准化研

究的宝贵经验，标准起草工作组潜心研究，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技

术攻关工作。在保证等同采用 ISO 21030 的基础上，实现与我国

实际需求和行业习惯有机衔接，确保了本文件的科学性、先进性、

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技术特点 

基于前期分析，标准起草工作组希望本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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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本文件内容与ISO 21030及相关国际标准、国

家标准保持一致，无冲突或相悖； 

——针对性，本文件内容充分体现教育组织的特点与需求； 

——科学性，本文件所提出的原则、通用要求、结构要求、

资源要求、信息要求、过程要求、认证机构的管理体系要求等内

容科学、先进； 

——实用性，本文件旨在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开展教育组织管

理体系认证活动可遵循的优质范式，同时不做僵化限制，为多样

化认证活动的具体操作预留空间。 

（三）编制依据 

在研制过程中，本文件主要依据了以下法律、法规、文件和

标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证认可条例》、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

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四）主要内容 

本文件逻辑框架与主要技术内容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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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标准章节及主要内容一览表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提供了教

育组织管理体系（EOMS）审核与认证的

规则）与适用范围（可用于针对希望取

得 EOMS 审核认证业务资格的认证机构

的认可或同行评审，亦可被监管机构和

行业协会作为规则，用于上述认证机构

的认可。同时，部分要求还可用于参与

此类认证机构合格评定的其他相关方，

以及用于认证 EOMS 是否符合除 ISO 

21001 以外标准的机构的合格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本文件所引用的国际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给出“虚拟场所”“组织”“有效性”

“目标”“风险”等 25 个相关术语与定

义 

4 原则 
提出 EOMS 审核认证需遵循“ISO/I

EC 17021-1:2015第 4 章设立的原则” 

5 通用要求 

从法律与合同事宜、公正性的管

理、责任和财力等板块，规定 EOMS 审核

认证的通用要求 

6 结构要求 
提出 EOMS 审核认证应满足“ISO/I

EC 17021-1:2015第 6 章要求” 

7 资源要求 

从人员能力、参与认证活动的人

员、外部审核员和外部技术专家的使

用、人员记录、外包等板块，规定 EOMS

审核认证的资源要求 

8 信息要求 

从公开信息、认证文件、认证资格

的引用和标志的使用、保密、认证机构

与其客户间的信息交换等板块，规定 E

OMS 审核认证的信息要求 

9 过程要求 

从认证前的活动、策划审核、初次

认证、实施审核、认证决定、保持认证、

申诉、投诉、申请者和客户的记录等板

块，规定 EOMS 审核认证的过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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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0 
认证机构的管理体

系要求 

提 出 EOMS 审 核 认 证 应 满 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10章要求” 

11 
附录 A（规范性） 

审核时间确定 

从 EOMS 的有效工作人员、审核时

间、审核时长等板块，规定 EOMS 审核认

证在审核时间确定方面的要求 

12 

附录 B（规范性） 

EOMS认证所要求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 

从矩阵和详细信息等板块，规定

EOMS 认证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

求 

13 参考文献 列出了所参考的标准、文件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 

本文件预期经济、社会效益主要包括 5 个方面： 

第一，是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精神的必经之路。《“十

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中“加强教育

等重点服务领域标准制定工作”“研制教育等服务标准”“国家标

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显著提高，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 85%以

上”等重要精神。等要求，为国家政策的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手段，

搭建技术桥梁。 

第二，是提升我国教育服务质量水平的必要抓手。在快速发

展的同时，我国教育服务行业暴露出多方面问题，服务质量亦参

差不齐。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之一，是相应国家标准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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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位，科学监管和行业自律因此缺少抓手、捉襟见肘、难以开展。

本文件将为合格评定活动与行业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发挥“以评

带促”实效，促进教育服务行业整体稳步、健康、快速发展。 

第三，是应对教育服务激烈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ISO 

21030:2023 全球所有教育组织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通用规则，

被世界各国视作进入其教育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本文件将为我

国企业和国际对接搭建起对接桥梁，将帮助其修炼内功、调整状

态、提升实力，做好国际市场的准备和应对，从而提高国际竞争

力和市场占有率，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四，是完善我国教育服务标准体系的必选动作。我国目前

已发布实施教育服务领域国家标准 22 项、在研 5 项，教育服务

国家标准体系框架雏形初现。面向所有教育服务的通用性国家标

准是该标准体系的基石和支架，对于我国教育服务标准化工作具

有不可或缺的引领性、指导性和支撑性作用。因此尽快开展采标

工作，及时将其转化为国家标准，是我国教育服务标准化建设的

迫切需求和必然选择。 

第五，是我国提高国际标准化水平的必备武器。全国教育服

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 ISO/TC 232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归口国

际标准的国内转化率亦是国际标准化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及时

开展采标及国内比对分析工作，将为我国进一步深入参与、主导

国际教育服务标准化工作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助推实现“强化

我国在国际教育治理中的负责任形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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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

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等同采用 ISO/TS 21030:2023“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providing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systems”国际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

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等同采用 ISO/TS 21030:2023“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providing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systems”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当前，我国对于教育组织管理体系认证的要求主要散见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本文件与

上述法律法规协调一致，无冲突、无矛盾。 

在本领域，我国和相关国际组织亦未发布强制性标准。本文

件的编制注意了与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232

各项标准的协调、衔接问题，技术内容统一、无冲突、无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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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文件的目标使用者为开展教育组织管理体系审核认证的

认证机构。本文件发布后，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与

标准起草工作组联合成立标准宣贯小组，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

以召开宣贯会、出版宣贯教材、打造试点示范等形式，推动标准

宣贯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