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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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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TS 21030:2023《教育组织 教育组织管理体系审核认

证机构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将文件名称改为《教育组织 教育组织管理体系 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将 9.2.2中的“注 1”改为“注”； 

——将 9.3.7中的“管理体系”改为“EOMS”； 

——在表 A.1的表题中增加“（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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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教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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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组织管理体系（EOMS）认证是确认教育组织是否建立与其管理方针相符合的教育服

务管理体系的一种手段。 

对于 EOMS 的要求多元而广泛。本文件主要为根据 ISO 21001 标准进行的 EOMS 认证提

供指导，同时亦可用于其他 EOMS认证。 

本文件为从事 EOMS审核认证的机构（即认证机构）提供了通用准则，但这并不妨碍参

与 EOMS 认证活动的其他组织使用本文件。同时，本文件亦适用于教育组织可能需要的其他

认证活动，例如 ISO/IEC 17021、ISO/IEC 17024、ISO/IEC 17065 等标准及其组合的认证。 

认证过程包含对教育组织 EOMS的审核，认证证书或证明文件则是表明教育组织 EOMS符

合特定 EOMS标准（例如 ISO 21001标准）或其他规定要求的凭证。 

获得认证的教育组织需建有 EOMS（符合 ISO 21001或其他要求的管理体系），并自行决

定 EOMS的组成与安排——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对于不同教育组织而言，各管理体系之间的融合程度千差万别。因此，在使用本文件时，

需考虑客户的组织文化与实际需求，以确保所建立的 EOMS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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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组织 教育组织管理体系 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教育组织管理体系（EOMS）审核与认证的规则，该管理体系需符合 ISO 

21001 或满足其他标准的规定要求。同时，本文件亦为客户提供了供应商如何获得 EOMS 认

证的信息，旨在增进其对于 EOMS认证的信任感。 

EOMS 认证属于第三方合格评定活动（见 ISO/IEC 17000:2020 第 4.5条），从事该认证

活动的机构是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 

注 1：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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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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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根据 ISO 21001 规定，EOMS 认证是管理体系认证，而非产品认证。 

注 3：ISO 21001 是 1 项独立的管理体系标准，而非 ISO 9001 在行业中的应用。 

本文件的概念和要求亦可为其他教育标准的认证方案提供支持，例如 EQAVET（欧洲职

业教育和培训质量保证）、ENQA-ESG（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协会欧洲高等教育领域质量保

证标准和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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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 17000:2020 Conformity assessment — Vocabulary and general principles 

ISO/IEC 17021-1:2015 Conformity assessment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providing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ISO/IEC 17000、ISO/IEC 17021-1、ISO 21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虚拟场所 virtual site 

教育组织用于在线开展工作、提供教育产品与服务、允许人们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处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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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数字空间。 

注 1：若人们在实体场所（例如物理实验室、计算实验室、图书馆、体育设施、宿舍或自助餐厅）中处

理业务，则该场所不被视为虚拟场所。 

注 2：学习管理平台是虚拟场所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学习平台上，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云环境中远程工

作。 

注 3：在计算审核时间时，虚拟场所（例如学习管理平台、组织的内网系统）被视为单一场所。 

[来源：IAF MD5:2015，有修改] 

3.2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功能的个人或群体。 

注 1：组织的概念包括但不限于代理商、公司、集团、商行、企事业单位、行政机构、合营公司、协

会、慈善机构或研究机构，或上述组织的部分或组合，无论是否为法人组织，公有的或私有的。 

[来源：ISO 21001:2018，3.1] 

3.3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预期活动的实现程度和预期结果的达成程度。 

[来源：ISO 21001:2018，3.6] 

3.4 

目标 objective 

期望达成的结果。 

注 1：目标可以是战略层面的、战术层面的或操作层面的。 

注 2：目标可以是不同角度的（例如教育、财务、健康与安全、环境），适用于不同层级（例如战略层

级、组织层级、项目层级、产品层级、业务层级）。 

注 3：目标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示，例如预期结果、活动目的、操作标准、EOMS目标，或其他承载类

似含义的词汇（如目的、标的或指标）。 

注 4：在 EOMS语境中，EOMS目标是由教育组织依据 EOMS管理方针设立的，以期实现预期结果。 

[来源：ISO 21001:2018，3.8] 

3.5 

风险 risk 

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 

注 1：风险指的是偏离预期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亦可能是负面的。 

注 2：不确定性指的用于理解事物及其结果的信息缺失或不足。 

注 3：风险经常表述为“事件”（见 ISO Guide 73:2009，3.5.1.3）或“后果”（见 ISO Guide 73:2009，

3.6.1.3），或者两者的组合。 

注 4：风险亦经常表述为事件的后果（包括情形变化）及其发生的“可能性”（见 ISO Guide 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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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的组合。 

3.6 

能力 competence 

使用知识和技能达成预期结果的能力。 

[来源：ISO 21001:2018，3.10] 

3.7 

归档信息 documented information 

组织需要把控和保存的信息及其载体。 

注 1：归档信息可以任意形式存储于任何载体，亦可源自任何信息源头。 

注 2：归档信息包括： 

——管理体系，包括相关过程； 

——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创建的信息（文件）； 

——所达成结果的证明（记录）。 

[来源：ISO 21001:2018，3.11] 

3.8 

绩效 performance 

可测评的结果。 

注 1：绩效可能涉及定量或定性结果。 

注 2：绩效可能涉及活动、过程、产品（包括服务）、体系或组织的管理。 

[来源：ISO 21001:2018，3.13] 

3.9 

教育组织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以提供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为核心业务的组织。 

注 1：教育组织可能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的内设部门或下设机构（例如培训部），而这个规模更大的

组织的核心业务可能并非教育。 

[来源：ISO 21001:2018，3.22] 

3.10 

教育服务 educational service 

通过教学、学习或研究，支持学习者获取和拓展能力的过程。 

注 1：当学习者在课堂上学习如何从图书馆获取信息和资源，并且实际使用学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时，

上述服务便被视为教育服务的一部分。 

[来源：ISO 21001:2018，3.23，已修改——增加注] 

3.11 

教育产品 educational product 

学习资源 learning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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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教育服务的有形或无形产品。 

注 1：教育产品可以是实物或数字产品，包括教科书、习题簿、练习册、教具（例如积木、算珠）、抽

认卡、教学人员工作坊、非虚构作品、书籍、海报、教学游戏、应用程序、网站、软件、在线课程、活动

手册、绘本、参考书、DVD、CD、期刊杂志、学习指导书、教师用书、实验室、模具、电影、电视、网络直

播、播客、地图、标准、技术规范和案例分析。 

注 2：教育产品可由包括学习者在内的各相关方提供。 

[来源：ISO 21001:2018，3.24] 

3.12 

学习者 learner 

依托教育服务，获取和拓展能力的受益方。 

[来源：ISO 21001:2018，3.25] 

3.13 

教学人员 educator 

实施教学活动的个人。 

注 1：在不同语境中，教学人员可能被称为教师、培训师、教练、学习指导师、家庭教师、咨询师、讲

师、辅导员或者导师。 

[来源：ISO 21001:2018，3.27] 

3.14 

工作人员 staff 

为组织工作的个人。 

[来源：ISO 21001:2018，3.36，已修改——增加注] 

注 1：不同语境中，工作人员可能被称为员工、合作者、实习生、学徒、顾问或志愿者。 

注 2：在教育组织中，工作人员可根据其工作职责分类，例如教学人员、研究人员、非教学人员、行政

和支持人员。 

注 3：工作人员可以是长期的或非长期的。 

注 4：非长期工作人员包括： 

a）周期性工作人员（例如，仅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授课的兼职教师、在学期内工作但假期不工作的门卫、

招生注册时的志愿者和数据录入人员）；或 

b）临时性工作人员（例如，一次性大师课的受邀讲师、为帮助组织实施新管理体系而订立服务合同的

咨询师、学徒、实习生、研究人员）。 

注 5：工作人员可以是全职或兼职的（例如，在餐饮服务部门工作、仅负责烹饪早餐的厨师；仅负责教

授半学期课程的教师）。 

注 6：工作人员可以与教育组织签订不同的正式协议（例如，教师或文员签订的聘用合同，培训师、咨

询师、保洁员签订的委托或服务合同；实习生、学徒、新员工、研究人员或志愿者签订的谅解备忘录（MOU））。 

[来源：ISO 21001：2018，3.36，已修改——增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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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愿景 vision 

与组织使命紧密契合的未来展望。 

[来源：ISO 21001:2018，3.30] 

3.16 

使命 mission 

组织存在的基础、任务、业务范围和运营情境。 

[来源：ISO 21001:2018，3.31] 

3.17 

课程 course 

针对既定学习目标或成果所设计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与学活动。 

[来源：ISO 21001:2018，3.33，已修改——删除注] 

3.18 

教育项目 educational programme 

为获得承认所设计的一个或一套课程。 

注 1：承认的方式包括学位证、结业证、培训证、数字徽章、文凭等。 

[来源：ISO 21001:2018，3.34，已修改——术语和定义修改] 

3.19 

技能 skill 

支撑个人掌握特定活动并成功完成相应任务的一系列专门技术。 

注 1：技能包括认知技能、情感技能、社交技能和心理活动技能。 

[来源：ISO 21001:2018，3.41] 

3.20 

知识 knowledge 

基于经验、研究或教育，所掌握的事实、信息、原则或理解。 

[来源：ISO/IEC TS 17027:2014，2.56，已修改——定义修改] 

3.21 

验证 verification 

基于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来源：ISO 9000:2015，已修改——删除注] 

3.22 

确认 validation 

基于客观证据，对预期用途或应用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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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SO 9000:2015，已修改——删除注] 

3.23 

多场所教育组织 multi-sit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设立了明确的中心职能部门（亦可称为中心办公室，但不一定是组织总部），负责策划、

管控和实施 EOMS 活动，并拥有一个由多个场所构成的业务网络、且上述场所能够完全或部

分地提供教育服务、教育产品和支持服务的组织。 

注 1：多场所教育组织例如： 

——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的教育组织，例如数学学校、驾驶学校、语言学校等； 

——在同一国家和/或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运营业务的教育组织，如分支机构、分校等； 

——在多个场所（其中包括至少一个虚拟场所）运营业务的教育组织。 

3.24 

非教育服务 non-educational service 

教育组织为学习者提供的、虽不属于教育项目本身的组成部分、但可能影响教育产品和

教育服务认证结果的服务。 

示例：餐饮服务、交通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心理咨询服务、安全保护服务、职业指导服务、文印服务、

课外活动（语言活动、体育运动、娱乐活动、社群工作）。 

注 1：若学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中并不包括教授学习者如何使用图书馆这一课程内容，则该服务属于教

育组织提供的非教育服务。 

3.25 

学科 scientific discipline 

教育项目或资格认定所涵盖的特定领域、分支或内容。 

[来源：ISCED-F 2013，已修改] 

4 原则 

ISO/IEC 17021-1:2015 第 4 章设立的原则，为本文件中各项绩效要求和描述要求奠定

了基础。 

5 通用要求 

5.1 法律与合同事宜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5.1条要求。 

5.2 公正性的管理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5.2条要求。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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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认证机构在认证期前后的至少两年内，不得向被认证的教育组织提供教育服务； 

b）参与教育组织认证的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审核员和技术专家，不得以被认证的教育

组织或同一法律实体的任何部分的名义提供教育服务。 

5.3 责任和财力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5.3条要求。 

6 结构要求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6章要求。 

7 资源要求 

7.1 人员能力 

7.1.1 总体考虑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1.1条要求。 

此外，认证机构应确保审核小组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与所审核的教育服务和教育

产品的水平和学科相匹配，同时具备与认证活动范围内的任何其他非教育服务相关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认证机构应保留归档信息作为其人员能力的证明。 

注 1：正规教育的水平由国际标准教育分类（ISCED）界定。 

注 2：高等教育和/或职业教育的学科由教育和培训领域国际标准分类（ISCED-F）界定。 

注 3：非教育服务的技术领域由经济活动命名法（NACE）界定。 

注 4：认证机构可考虑采用 NACE、ISCED 和 ISCED-F 界定技术领域。 

7.1.2 能力准则的确定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1.2条要求。 

此外，认证机构应基于附录 B，面向所有水平和/或学科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以及非

教育服务，针对每类职责确定能力准则。能力准则可以是通用的，亦可以是具体的。ISO/IEC 

17021-1:2015附录 A 中的能力准应被视为通用准则。 

注：资格和经验可视为能力准则的一部分，但能力并非仅指资格和经验，确保工作人员能够具备应用

具体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方才是重要的，这是对于获得资格认证后或拥有一定从业经验后所具备能力的期望。 

7.1.3 评价过程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1.3条要求。 

评价过程尤其应包括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在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在

教育周期（例如学习设计、学习交付、学习评价）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与教育服务和教

育产品的水平和/或学科保持一致。上述知识应按照第 7.1.2条要求，根据具体水平和/或学

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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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SO/IEC 17021-1:2015 第 7.1.3 条要求认证机构证明所采用的评价方法的有效性，能够以规定能

力准则科学有效地评价工作人员。ISO/IEC 17021-1:2015 附录 B 给出了 5 种评估方法的示例。 

7.1.4 其他考虑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1.4条要求。 

7.2 参与认证活动的人员 

7.2.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2条要求。 

7.2.2 必要时，现场评价应监控审核小组在所有教育水平和学科中的绩效，包括对其具体能

力的评价，以及满足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方面的评价。 

7.3 外部审核员和外部技术专家的使用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3条要求。 

7.4 人员记录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4条要求。 

7.5 外包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7.5条要求。 

8 信息要求 

8.1 公开信息 

8.1.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8.1条要求。 

8.1.2 公开信息中明示的认证范围（见 ISO/IEC 17021-1:2015第 8.1.2条 c））应详细说明

EOMS认证所涵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以及非教育服务，并明确其水平和/或学科。 

8.2 认证文件 

8.2.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8.2条要求。 

8.2.2 认证文件中给出的认证范围（见 ISO/IEC 17021-1:2015第 8.2.2条 f））应详细说明

EOMS认证所涵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以及非教育服务，并明确其水平和/或学科。 

8.3 认证资格的引用和标志的使用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8.3条要求。 

8.4 保密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8.4条要求。 

8.5 认证机构与其客户间的信息交换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8.5条要求。 

 

 

9 过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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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认证前的活动 

9.1.1 要求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1条要求。 

9.1.2 申请 

9.1.2.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1.1条要求。 

9.1.2.2 认证机构应根据教育组织在其认证申请中提出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的类别，审

核、批准认证范围。 

认证机构只能接受来自教育组织的 EOMS 认证申请，但可接受认证范围为教育组织部分

业务的认证申请（例如认证不覆盖所有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 

认证机构不得接受以下认证申请： 

a）对教育组织提出的认证范围中所涵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的合格性产生影响的任

何活动、过程、产品或服务； 

b）为教育组织提出的认证范围中所涵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的学习者提供的任何非

教育服务。 

9.1.3 申请评审 

9.1.3.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1.2条要求。 

9.1.3.2 认证机构应建立带有明确记录的书面流程，用于选择适合的审核日期，以确保审核

小组足够审核认证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以及非教育服务。 

9.1.4 审核方案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1.3条要求。 

9.1.5 确定审核时间 

9.1.5.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1.4条要求。 

9.1.5.2 认证机构应建立配有明确记录的书面流程，用于确定审核时间。认证机构应为每个

客户确定用于策划并完成 EOMS 完整有效审核所需的时间。认证机构确定的审核时间及确定

理由应归档记录。 

9.1.5.3 认证机构应根据附录 A，确定审核时间。 

9.1.6 多场所的抽样 

9.1.6.1 总则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1.5条要求。 

9.1.6.2 多场所组织管理 

9.1.6.2.1 总则 

多场所取样应在特定情况下采用，并由认证机构提供充分理由和记录。 

在确定样本时，认证机构应综合考虑各类因素，例如与各场所相关的风险或复杂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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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以及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等。 

在认证周期的所有阶段中对教育组织进行多场所抽样时，为避免损害认证过程的可信度，

应同时满足以下各条要求。 

9.1.6.2.2 抽样资格 

符合抽样条件的场所应满足以下要求： 

a）提供统一的服务和产品，包括所有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以及非教育服务； 

注 1：教育服务的差异，例如： 

——不同的教育类别（例如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 

——不同的教育水平（例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不同的学科（例如法学、医学、语言学）； 

——不同的授课方式（远程教育、面授教育、业本教育）； 

——不同的受益者（不同需求的学习者）。 

注 2：非教育服务的差异，例如： 

——不同的服务类别（例如餐饮服务、咨询服务）； 

——不同的交付方式（远程服务、现场服务）； 

——不同的受益者（不同需求的学习者）。 

b）运营符合统一的监管要求； 

c）在统一的、已全面实施的 EOMS中，接受集中控制和管理； 

d）被纳入内部审核计划，并且在认证审核之前至少完成 1次内部审核。 

9.1.6.2.3 每个样本的最小数量 

每种样本的数量应至少涵盖符合抽样条件的场所总数的 1/3。 

对于在同一场所多次实施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以及/或非教育服务，样本应覆盖所有

服务和产品。 

9.1.6.2.4 减轻抽样对审核方案的负面影响 

所有不适用抽样的场所均应在认证周期的所有阶段接受审核。同时，其余场所的样本亦

应包含在其中，并且在认证周期的各阶段均选择不同样本。除非有合理的特殊情况，否则每

个认证周期内均应实现所有场所全覆盖。 

9.1.6.2.5 样本的书面理由 

应保留用于确定每个样本及其在整个认证周期中的分配理由的归档信息。上述理由应证

明满足了第 9.1.6.2.1 条至第 9.1.6.2.4条中规定的要求。 

9.1.7 多管理体系标准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1.6条要求。 

9.2 策划审核 

9.2.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2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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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认证机构应要求申请认证的教育组织提供业务流程、学术流程、学习项目的详细信息。

必要时，还应提供教育产品以及为学习者提供的任何其他服务和产品的详细信息。 

注：为学习者提供的其他服务可以是图书馆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体育设施服务、咨询服务和

其他医疗服务等。 

9.3 初次认证 

9.3.1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3条要求。 

9.3.2 第一阶段审核的目标是通过了解教育组织的 EOMS和对第二阶段审核的准备状态，为

确定策划第二阶段审核的重点，具体包括以下审核内容： 

a）教育组织是否采用了与所提供教育服务类型匹配的 EOMS原则； 

b）EOMS是否包含了有效的流程与方法，用于识别、评估教育组织的教育服务和教育

产品； 

c）EOMS是否以实现教育组织的愿景、使命和政策为目标； 

d）EOMS实施方案是否能够证明有理由进行第二阶段审核； 

e）EOMS是否包括符合 EOMS标准要求的审核和确认活动以及改进方案； 

f）是否已制定 EOMS文件并做出相应安排，以便与教育组织内部、学习者和其他受益

者以及相关利益方有效沟通； 

g）是否存在任何需要在第二阶段审核之前审查和/或获取的其他文件或信息； 

若教育组织采用了外部开发的控制措施，第一阶段审核应审查 EOMS中包含的文件，以

确定控制措施是否： 

——适合教育组织； 

——按照 ISO 21001或其他规定的 EOMS要求开发； 

——使用最新版次。 

9.3.3 除文件审核外，第一阶段审核应在客户现场进行，以实现 9.3.2中所述的目标。 

在特殊情况下，第一阶段审核的部分内容可在客户现场之外的地点进行，但应充分说

明理由，并提供证明第一阶段审核目标完全实现的证据。 

注 1：特殊情况的例子例如仅提供在线教育服务的教育组织。 

9.3.4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3.1.2.3条要求。认证机构应告知客户第一阶段

审核结果可能导致第二阶段审核延期或取消。 

9.3.5 应根据 ISO/IEC 17021-1:2015第 9.3.1.2.4条要求。认证机构应根据第一阶段审核

结果确定第一阶段审核和第二阶段审核之间的间隔时间。 

9.3.6 在第一阶段审核期间审核的 EOMS的任何部分，若被确定为完全实施、有效且符合要

求，则在第二阶段审核期间可能无需重新审核。但是，认证机构应确保 EOMS 中已经审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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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继续符合认证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审核报告应包括对上述情况的说明，并明确说明在

第一阶段审核中已完成了符合性审核。 

9.3.7 第二阶段的目的是评估客户 EOMS的实施情况，包括 EOMS实施的有效性。第二阶段

应在客户现场进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的审核： 

a）符合适用的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所有要求的信息和证据； 

b）对照关键绩效目标和指标（符合适用的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期望）进

行绩效监视、测量、报告和评审； 

c）客户的 EOMS水平及其在满足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合同要求方面的绩效； 

d）客户流程的运营控制； 

e）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f）对客户管理方针的管理责任。 

注 1：现场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虚拟的。 

9.3.8 在第二阶段审核期间，审核小组应与部分学习者和其他受益者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方

面谈，以确定 EOMS如何满足其需求和期望。面谈结果应记录在案。 

9.3.9 在第二阶段审核期间，审核小组需根据教育服务、学习者、授课方法以及正在进行

中的课程数量和类别，观察全部课程的授课情况或通过抽样观察部分的授课情况。在初始

认证周期内，应至少观察 1次学习活动评估的实施情况。 

注：关于不同类别教育服务的示例，请参阅 9.1.6.2.2 a）中的注 1。 

9.4 实施审核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4条要求。 

9.5 认证决定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5条要求。 

9.6 保持认证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6条要求。 

9.7 申诉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7条要求。 

9.8 投诉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8条要求。 

9.9 申请者和客户的记录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9.9条要求。 

10 认证机构的管理体系要求 

应满足 ISO/IEC 17021-1:2015第 10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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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审核时间确定 

A.1 EOMS的有效工作人员 

包括参与教育组织认证过程中所有阶段和所有场所的所有全职和兼职工作人员（教学

人员、行政和支持人员）。 

注：术语 3.1.4 的定义有助于准确计算有效工作人员数量。 

A.2 审核时间 

审核时间涵盖： 

a）审核时长——即从首次会议开始到末次会议结束的总体时间，包括在教育组织所在

地（包括实体场所和虚拟场所）实施的全部现场审核的时间； 

b）审核策划与报告准备时长——即审核人员离开教育组织后，投入于策划活动、文件

审核以及编写报告方面的总体时间（若这些工作在末次会议前未完成的话）； 

c）审核行程时长——即前往审核地点或在多个审核地点之间往返所需的总体时间。 

本附录并未具体规定审核策划或报告准备时长的计算方法，因为这部分内容会随各认证

机构的组织文化而有显著差异。同样，审核行程时长的计算方法也未作规定，因为其取决于

每次审核的具体地理条件。 

A.3 审核时长 

A.3.1 审核时长计算 

A.3.1.1 一般原则 

EOMS的有效审核时长根据以下方法计算，其中审核时长（A）以天为单位，计算方式如

下： 

A=(B+C+D±E) 

式中： 

B是现场审核的基本天数； 

C是针对额外的教育项目（包含适当的抽样，见 9.1.6.2.1）的审核天数； 

D是针对教育组织提供的非教育服务（例如广播服务、餐饮服务、健身服务，包含适当

的抽样，见 9.1.6.2.1）的审核天数； 

E是有效工作人员的审核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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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2 延长因素 

若需要召开额外会议（例如审查会议、协调会议或审核团队简报会议），则应考虑增加

审核时长。同时，在确定是否需要延长基本审核时间时，还需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基础

设施的具体类型，包括实验室和住宿设施等；是否存在语言沟通障碍；以及是否需要翻译服

务）。 

A.3.1.3 缩短因素 

若存在合理依据且有相关文件作为证明，针对涉及 EOMS 的合并审核，其审核时长可酌

情缩短，但缩短幅度最多不得超过 10%。 

A.3.1.4 人员/天数分配 

在确定每日审核员人数时，应全面考虑审核过程的效率与效果，同时兼顾被审核的教育

组织及认证机构的资源状况。 

A.3.2 初次认证审核时间 

EOMS的有效初次认证审核时长根据表 A.1计算。 

表 A.1 审核时长（单位：天） 

审核

时长 

 
A 

= 

现场审核的

基本天数

（每一个场

所的每一个

项目） 

 
B 

+ 

每个额外教育项

目（包含适当的

抽样，见

9.1.6.2.1）的

审核天数 

 
C 

+ 

是针对教育组

织提供的非教

育服务（包含

适当的抽样，

见

9.1.6.2.1）的

审核天数 

 
D 

+ 

 

有效工作人员 

的审核天数 

 
E 

A  2  

0.5（授课场所为

实体场所） 

 

0.25（授课场所

为虚拟场所） 

 

0.125（授课场所

为实体或虚拟场

所，且授课时长

少于 100 小时） 

 0.25  

1 至 19 位有效审核

人员：0 

20 至 49 位有效审核

人员：0.5 

50 至 79 位有效审核

人员：1.0 

80 至 199 位有效审

核人员：1.5 

200 至 499 位有效审

核人员：2.0 

500 至 899 位有效审

核人员：2.5 

900 至 1299 位有效

审核人员：3.5 

1300 至 1699 位有效

审核人员：4.0 

1700 至 2999 位有效

审核人员：4.5 

3000 至 5000 位有效

审核人员：5.0 

超过 5000 位有效审

核人员：6.0 

若教育组织兼配实体场所和在线场所，现场审核的基本天数则按实体场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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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如何计算 A的示例 

A.3.3.1 ABC大学 

该教育组织有 8个教育项目（其中 6个在实体场所授课，2个在虚拟场所授课）、2项非

教育服务（1项健身服务、1项餐饮服务）以及 100 名有效工作人员。 

A=(B)2天+(C)0.5×5 天 0.25×2 天+(D)0.2×2 天+(E)1.5天 

A=7天 

A.3.3.2 123幼儿园 

该教育组织有 1个教育项目（幼儿园）、2项非教育服务（1项餐饮服务、1 项心理服务）

以及 16名有效工作人员。 

A=(B)2天+(C)0天+(D)0.25×2天+(E)0天 

A=2.5天 

A.3.3.3 XYZ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 

该教育组织有 20 个教育项目（10个欧洲资格框架 2级学习项目、10个欧洲资格框架 4

级学习项目）、6 项非教育服务（1 项图书馆服务、2 项餐饮服务、1 项健身服务、1 项心理

和职业指导服务、1项求职支持服务）以及 113名有效工作人员。 

A=(B)2天+(C)0.5×19 天+(D)0.25×6 天+(E)1.5 天 

A=15.5天 

A.3.3.4 XPTO公司培训部 

该教育组织有 4 个教育项目（所有教育项目均在实体场所进行）、1 项非教育服务（餐

饮服务）以及 8名有效工作人员。 

A=(B)2天+(C)0.5×4 天+(D)0.25×1天+(E)0天 

A=3.75天 

A.3.4 监督审核时长 

EOMS监督审核的最低审核时长应为初次认证审核时长的 1/3，且至少为 1 天。 

A.3.5 再次认证审核时长 

EOMS再次认证的最低审核时长应为初次认证审核时长的 2/3，且至少为 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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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EOMS认证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B.1 能力要求：矩阵 

表 B.1 规定了 EOMS 认证过程中各阶段执行任务的人员所需的相关能力域。关于每个能

力域所需的具体知识和技能，矩阵表后的文本部分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具体可见相应章

条。 

表 B.1 每项活动或工作职责的能力要求 

能力域 

由 PDCA 循环驱动的认证行为 

P（计划） D（执行） C（检查） A（行动） 

申请评审 

——制定审核方案 

——确定审核时间 

——确定审核小组的能

力要求 

——遴选审核小组成员 

审核，以及领导审核小

组 
检查审核报告，做出认证决定 

从事上述活动的认证机构中的典型工作人员 

审核项目经理 
主审核员、审核员、

技术专家 
监督者、决策委员会成员 

B.2.1 教育管理实践

知识 
 B.2.1 B.2.1 

B.2.2 审核原则、实践和技术知识 

B.2.2.1 通用知识 B.2.2.1 a） B.2.2.1 b） B.2.2.1 c） 

B.2.2.2 具体知识 B.2.2.2 a） B.2.2.2 b） B.2.2.2 c） 

B.2.3 教育组织和/或

合格评定机构的具体

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知

识 

B.2.3.1 

B.2.3.2 a） 

B.2.3.1 

B.2.3.2 b） 

B.2.3.1 

B.2.3.2 c） 

B.2.4 认证机构流程

知识 
B.2.4 a） B.2.4 b） B.2.4 c） 

B.2.5 客户教育业务

细分领域知识 
B.2.5 a） B.2.5 b） B.2.5 c） 

B.2.6 客户教育服务

和教育产品、流程和组

织的知识 

B.2.6.1 

B.2.6.2 a） 

B.2.6.1 

B.2.6.2 b） 

B.2.6.1 

B.2.6.2 c） 

B.2.7 适应客户教育

组织内不同人员的语

言技能 

 B.2.7  

B.2.8 记录与报告撰

写技能 
 B.2.8   

B.2.9 演示技能  B.2.9  

B.2.10 访谈技能  B.2.10  

B.2.11 审核管理技能  B.2.11  

注 1：当认证活动由小组完成时，能力要求是针对整个小组而言的，而非小组中的每位成员，适用于本表所

列出的 3 种工作职责或认证活动。 

注 2：在决定上述认证活动或工作职责所需的专业水平时，需要考虑风险、复杂性等其他因素。 

 

B.2 能力要求：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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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教育管理实践知识 

掌握不同教育组织在类型、规模、治理、架构、实际工作、信息与数据系统、文件体系、

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知识，包括了解教育组织的： 

——典型决策架构，例如学术委员会、科技委员会； 

——典型监管和法律框架，例如受监管的正规教育和不受监管的非正规教育； 

——典型招聘流程； 

——典型风险评估方法； 

——典型安全要求（包括食品安全和信息安全）； 

——典型社会责任原则。 

B.2.2 审核原则、实践和技术知识 

B.2.2.1 通用知识 

掌握通用的管理体系审核原则、实践和技术知识，能够完成以下任务（如适用）： 

a）为有资质的审核小组成员分配工作并准确设定审核时间； 

b）策划、执行和报告认证审核； 

c）分析审核记录并做出可靠的认证决定。 

B.2.2.2 具体知识 

充分掌握具体的 EOMS审核实践和技术知识，能够完成以下任务（如适用）： 

a）为有资质的审核小组成员分配工作并准确设定审核时间； 

b）选择富有针对性、代表性且数量充足的： 

1）审核样本（例如场所、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学习课程、拟观察的班级、拟

访谈的人员）； 

2）审核跟踪（例如横向或纵向跟踪，依据服务生命周期或学习者体验跟踪）； 

确保不同类型和水平的教育组织审核结果和结论的可靠性； 

C）分析审核记录并做出可靠的认证决定。 

B.2.3 教育组织和/或合格评定机构的具体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知识 

B.2.3.1 掌握 EOMS标准和/或其他指定用于和/或支持认证的规范性文件的知识，包括： 

——管理体系术语（例如：ISO导则第 1部分附录 SL中约定的核心术语和定义）；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术语（例如：ISO 9000中约定的核心术语和定义）； 

——教育术语（例如，ISO 21001:2018第 3 章约定的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教育组织认证的标准（例如：ISO 21001、ISO 29991至 ISO 29997、ENQA-

ESG、EQAVET）； 

——用于支持合格评定机构对教育组织进行认证的标准（例如：ISO/IEC 17021-1、

ISO/IEC 17065，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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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2 所具备的 B.2.3.1 提及的知识应能完成以下任务（如适用）： 

a）分析客户的申请，并确定其是否准备好进入 EOMS认证审核的第一阶段； 

b）确认客户的 EOMS是否符合要求； 

c）分析审核记录并做出可靠的认证决定。 

B.2.4 认证机构流程知识 

熟悉认证机构的流程，能够按照认证机构的规定和流程执行任务，并应满足以下条件： 

a）为有资质的审核小组成员分配工作并准确设定审核时间； 

b）策划、执行和报告认证审核； 

c）分析审核记录并做出可靠的认证决定。 

熟悉客户教育业务细分领域的通用术语、实践和流程，能完成以下任务： 

a）为有资质的审核小组成员分配工作并准确设定审核时间； 

b）策划、执行和报告认证审核； 

c）分析审核记录并做出可靠的认证决定。 

注 1：教育业务门类的示例包括幼儿园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专教育、高等教育、

成人教育、职业培训、专业技能培训。 

注 2：用于描述教育业务门类的术语可能因地区和国家而异。 

B.2.6 客户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流程和组织的知识 

B.2.6.1 与客户认证范围所涵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或流程类型有关的知识，足以理解

教育组织如何运营，以及教育组织如何应用标准或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这适用于纳

入审核范围内的客户运营的所有教育项目，包括： 

——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法律和法规，包括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法律（如适用）； 

——典型的基础设施，例如教室、实验室和技术设备； 

——与典型基础设施相关的环境因素（例如教学人员和学习者的心理和社交状态）； 

——充分的学习环境； 

——教育服务生命周期； 

——教与学的方法、工具和技术； 

——对学习进行评价的资源和工具，包括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以及如何确保与其

用途相匹配。 

B.2.6.2 所具备的 B.2.6.1提及的知识应能完成以下任务（如适用）： 

a）分析客户的申请，并确定其是否准备好进入 EOMS认证审核的第一阶段； 

b）确认客户的 EOMS是否符合要求； 

c）分析审核记录并做出可靠的认证决定。 

B.2.7 适应客户教育组织内不同人员的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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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运用恰当的术语、描述和表达，同教育组织的不同人员有效沟通，包括与以下人员

有效沟通的技能： 

——学习者，例如儿童、青少年和特殊需求个体（如适用）； 

——教育组织的其他受益者，例如父母或监护人。 

B.2.8 记录与报告撰写技能 

能够以足够的速度、准确性和理解力阅读和书写，以记录、报告等形式有效传达审核结

果和结论。 

B.2.9 演示技能 

能够清晰展示审核结果和结论。对于团队负责人而言，即应能够在公开场合（例如末次

会议）向受众展示审核结果、结论和建议。 

B.2.10 访谈技能 

能够通过提出开放式的、精心设计的问题，完成访谈，获取相关信息，并能够倾听、理

解和评估答案，包括： 

——将访谈技巧应用于学习者，如儿童、青少年和特殊需求个体（如适用）； 

——提出高层管理人员角色和职责的实施情况方面的问题。 

B.2.11 审核管理技能 

能够在商定的审核时间内实施和管理审核，实现审核目标。对于团队负责人而言，应能

够组织会议、有效交换信息，并能够在必要时分配或重新分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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