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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团体标准政策文件



01-协会团体标准工作文件



内容介绍

• 组织体系及职责

• 团体标准制修订

• 经费

• 知识产权及法律责任



01-组织机构与职责

常务理事会
（或理事长办公会）

秘书处

中国无线电协会
专家委员会

技术工作委员会

设备检测
技术工作组

信息技术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管制与
安全保障
技术工作组

通用类及其他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监测
技术工作组

电子标准化
协会

通信标准化
协会

国家标准管理
委员会

常务理事会或理事长办公会
为协会团体标准审批机构，理
事长办公会由理事长、副理事
长和部分常务理事组成。其主
要职责是：
（一）评审团体标准制修订管
理办法，指导协会标准化工作。
（二）审定团体标准的有关规
定和程序。
（三）听取协会秘书处和技术
工作委员的有关工作汇报，审
议团体标准（报批稿）。
（四）审批发布团体标准。
（五）审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过
程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内容介绍-组织结构

常务理事会
（或理事长办公会）

秘书处

中国无线电协会
专家委员会

技术工作委员会

设备检测
技术工作组

信息技术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管制与
安全保障
技术工作组

通用类及其他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监测
技术工作组

电子标准化
协会

通信标准化
协会

国家标准管理
委员会

协会专家委员会
由协会负责组建作为协会的咨
询评审机构。
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团体标准制修订各项
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提出咨询
意见和建议。
（二）指导与监督团体标准的
制修订工作。
（三）对团体标准实施效果进
行评估评议。
（四）完成常务理事会或理事
长办公会委托的其他工作。



内容介绍-组织结构

常务理事会
（或理事长办公会）

秘书处

中国无线电协会
专家委员会

技术工作委员会

设备检测
技术工作组

信息技术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管制与
安全保障
技术工作组

通用类及其他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监测
技术工作组

电子标准化
协会

通信标准化
协会

国家标准管理
委员会

协会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
承担团体标准制修订日常工作，协
调、组织和落实立项、规划、评审、
实施和复审等工作。
设主任一名，成员若干名。
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对团体标准立项申请的
形式审查，协调异议并协助常务理
事会或理事长办公会评审及其他日
常事务。
（二）拟定团体标准制修订经费预
算方案，并按照批复意见组织落实。
（三）组织编制团体标准各项规章
制度和工作细则。
（四）对各阶段产生的各类文件草
案进行备案。
（五）协调发布、出版和发行团体
标准等事宜。
（六）负责团体标准的宣传贯彻工
作。
（七）完成常务理事会或理事长办
公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内容介绍-组织结构

常务理事会
（或理事长办公会）

秘书处

中国无线电协会
专家委员会

技术工作委员会

设备检测
技术工作组

信息技术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管制与
安全保障
技术工作组

通用类及其他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监测
技术工作组

电子标准化
协会

通信标准化
协会

国家标准管理
委员会

技术工作委员会
由无线电管理主管部门、各技
术工作组组长、协会秘书处、
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成
员若干名，总人数不超过25人
且为单数。
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团体标准《项目建
议书》、《标准草案送审稿》
等文件的审定工作。
（二）指导和推进各项任务的
实施与管理。
（三）完成常务理事会或理事
长办公会委托的其他工作。



内容介绍-组织结构

常务理事会
（或理事长办公会）

秘书处

中国无线电协会
专家委员会

技术工作委员会

设备检测
技术工作组

信息技术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管制与
安全保障
技术工作组

通用类及其他
技术工作组

无线电监测
技术工作组

电子标准化
协会

通信标准化
协会

国家标准管理
委员会

技术工作组
分为无线电监测、设备检测、
信息技术、无线电管制与安全
保障、通用类及其他等。各工
作组构成由协会会员单位自愿
申报，在其专业领域内独立开
展工作。
在各组内产生组长一名，副组
长两至三名。
其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团体标准《项目建
议书》、《标准草案征求意见
稿》等文件。
（二）讨论本领域内标准制修
订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修改
意见建议。
（三）完成其他相关事项。



团体标准工作经费原则上由标准发起单位自筹解决。

技术工作组的日常支出是在鼓励自筹的基础上由协会秘书处协调解决。

内容介绍-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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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制定程序

立项

出版发布

实施

复审

01

02

03

04

05

06

起草

审查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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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程序
 凡提出团体标准项目建议或自愿承担下达计

划的会员单位，均应填写《项目建议书》，
加盖单位公章后送交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

 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收到《项目建议书》后，
对其进行登记编号,并转送相关技术工作组。

 各技术工作组对项目建议组织审议，并将审
议结果填入《项目建议书》，反馈给秘书处
科技与标准部。。

 各技术工作组审议通过的团体标准项目建议
由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负责汇总并提交技术
工作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秘书处
科技与标准部负责将专家审议意见填入《项
目建议书》，在无线电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
公示期一个月后，无异议的正式立项。

 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负责整理相关材料和建
档工作，报请秘书长办公会审核签署意见后，
正式下达任务通知。



团
体
标
准
制
修
订
工
作
流
程
图

填写项目建议书
中国无线电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

建议项目名称 （中文） 建议项目名称 （英文）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采用程度 □IDT
□MO
D

□NEQ 采标号

采用国际标准名称（中文） 采用国际标准名称（英文）

建议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单位地址

传真 E-mail

计划起止时间

目的、意义或必要性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其他情况说明

建议单位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牵头单位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技术工作组组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委员会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协会审批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如本表空间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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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议书补充信息
无线电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续）

项目负责人 电话

E-mail 传真

单位地址

牵头单位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E-mail 传真

单位地址

参加单位名
称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注：如本表空间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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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编制阶段
 团体标准项目牵头单位根据计划要求，组织

成立标准起草组，负责起草标准，经组内充
分讨论后，形成《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及
“编制说明”。送交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

 科标部于会前一周将《标准草案征求意见
稿》、“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发给参加相
应技术工作组的会员单位。技术工作组将讨
论结果填入《征求意见处理汇总表》和“会
议纪要”。

 标准起草组按“会议纪要”要求或函审意见
进行修改，一个月内完成《标准草案送审
稿》，送交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

 由技术工作委员会对《标准草案送审稿》进
行审查，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
《标准草案送审稿》进行修改，一个月内完
成标准最终文稿，最后由技术工作委员会进
行审查形成《标准草案报批稿》。



结构
• 团体在编制团体标准时，结构宜参照如下体例：

封面

目次

前言

引言

标准名称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技术要素

附录（规范性、资料性
）

参考文献

索引

7. 团体标准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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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工作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在中国无线电
协会网站上公示，同时发给各相关会员单位
公示，公示期一个月，如无异议，由秘书处
科技与标准部报送常务理事会或理事长办公
会审核批准后，标准将正式发布。

 标准发布后，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负责送标
准出版单位出版。

 标准出版后，由秘书处科技与标准部在协会
网站上发布标准出版信息，并采取各种有效
的形式统一组织对标准的宣贯和推广工作。

 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
由中国无线电协会科技与标准部提出复审计
划，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内容介绍

• 专利：鼓励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的
会员单位及个人尽早披露会员及其
关联者知悉的与标准有关的必要专
利信息；

• 版权：团体标准的版权归协会所有。
经其他标准审批机构批准颁布的标
准，其版权遵照其审批机构相关规
定。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本协会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鼓励自主创新，采用

新技术，保护专利持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标准研制与实施，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协会原则上不反对在标准中涉及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本协会

将从技术上考虑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在标准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该专利对产业界应用相应

标准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三条 本协会鼓励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会员单位及个人尽早披露会员及其关联者知悉的与

标准有关的必要专利信息，以及会员或其关联者向其他标准组织提供的与标准或文稿有关的专

利信息，但并不意味着会员或其关联者有承担专利调查的义务。

第四条 会员单位、个人及其关联者持有与标准有关的专利，应当向本协会提交专利许可声明，

该许可声明应包括以下内容之一：

（1）愿意许可实施该标准的任何一方免费使用其专利；

（2）同意以公平、合理且无歧视的条件，许可实施该标准的任何一方使用其专利；

（3）拒绝给予专利许可。

内容介绍



第五条 如果非会员持有与标准有关的某项专利引起本协会的注意，本协会将请求其参

照第三 、四条规定披露相应的专利信息及提交专利许可声明。

第六条 当专利持有人拒绝许可其持有的与标准有关的专利时，本协会将审查该标准，并

寻求采用可行的替代技术方案、建议相关部门撤销标准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予以解决。

第七条 本协会不介入标准实施过程中的专利许可事宜，其应由专利持有人与标准实施者

自行协商解决。对于因实施标准引起涉及专利问题的有关争议，由其他相应机构解决。

第八条 对于专利持有人提供给本协会的与标准有关的专利信息及许可声明，本协会通过

适当的程序和方式向会员及公众公开。本协会不负责标准涉及的专利有效性及适用性审核，

也不保证标准涉及的专利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内容介绍



第九条 团体标准的版权归协会所有，团体标准中涉及专利时参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

理规定（暂行）》和国家标准GB/T20003.1-2014 《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一部分 涉及专

利的标准》执行。经其他标准审批机构批准颁布的标准，其版权遵照其审批机构相关规定。

第十条 本协会的团体标准观察员适用本办法关于会员的规定。

第十一条 参与本协会标准化活动的非会员适用本政策关于会员的规定。

第十二条 本政策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见附件一。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本协会理事会通过后试行，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内容介绍



03 标准起草
编制要求



时间要求：标准一经立项列入编制计划，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

编写质量：严格按照中国无线电协会团体标准程序文件和相关国家标

准要求，保证编写质量；

编写格式要求：按照国家标准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程序要求：起草组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保证研究

周期，严格草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的工作环节和周期，

以及相关环节的公示

标准起草人要求：认真学习相关文件，原则上要有标准培训经历和资

格证书

03-标准起草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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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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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启动团体标准化工作，完成相关文件起草制定，在会员中

征求意见；

配合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征集无线电管理标准建议，收集整理项目建

议244项，承担无线电管理标准体系编制和建设方案课题研究；

在国家标准研究院设立的“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

org.cn”注册成功，通过审核和公示，且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异议。

2016年7月24日起正式成为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团体用户。

协会团体标准总体情况（一）



2016年7月28日，正式启动协会团体标准工作程序。向全体会员发出

《关于征集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的通知》（国无协﹝2016﹞22

号），征集申报项目建议书和申报工作组。

搭建团体标准化工作平台，完善组织机构，有33家会员单位190人申报

5个技术工作组。

截至目前，共收到31项项目建议书，其中无线电信息技术类16项、无

线电监测类7项、设备检测类7项。

根据申报项目所属领域，先后成立信息技术、无线电监测、设备检测三

个技术工作组和技术工作委员会，按照程序开展工作，先后召开8次技

术工作组会议、2次技术工作委员会会议、1次常务理事长办公会。

协会团体标准总体情况（二）



截至目前，我会已完成31个标准项目建议书的立项审议工作，发布两

批共计23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

2016年第一批15项制修订项目计划（国无协﹝2016﹞34号）；

2017年第一批8项制修订项目计划（国无协﹝2017﹞14  号） 。

2017年4月12日出版发布第一批《无线电管理信息化数据词典通用部

分》等9项团体标准，并开始征订工作，目前，已售出标准500余册。

协会团体标准总体情况（三）



协会团体标准总体情况（四）

2016.9 .1 10.19 10.28 11.28

成立信息技术工作组并召开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13个项
目建议书

在中国无线电协会官方网站
上公示15个立项项目建议书，
公示期一个月

成立无线电监测技术工作组
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3
个项目建议书

9 .27

成立技术工作委员会并召开第
一次会议，一致同意15个项
目立项

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下达
第一批制修订项目计划（国
无协﹝2016﹞34号）



协会团体标准总体情况（五）

12.6 12.15 12.28 2017.1.2412.7

成立设备检测技术工作
组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
议通过6个项目建议书

召开信息技术工作组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0个
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召开技术工作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9个标
准草案征求意见稿，8个
项目立项

召开无线电监测技术工作
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
个项目建议书

在中国无线电协会官方网
站上公示9个标准草案征
求意见稿及8个立项项目
建议书，公示期一个月

公示期间未
收到异议

2017.2.24



协会团体标准总体情况（四）

4.12 6.146.13

召开监测技术工作组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个
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召开信息技术工作组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10个
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出版发布《无线电管理信
息化数据词典通用部分》
等9项团体标准



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第一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1 T/RAC 001-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结构规范 超短波频段监测基础数据存储部分

2 T/RAC 002-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服务接口技术规范 地面业务BR IFIC数据库部分

3 T/RAC 003-2016 无线电管理信息化数据词典 通用部分

4 T/RAC 004-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服务接口技术规范 台站数据管理部分
5 T/RAC 005-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服务接口技术规范 空间电台和卫星通信网数据库部分
6 T/RAC 006-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结构规范 空间电台和卫星通信网数据库部分
7 T/RAC 007-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服务接口技术规范 卫星监测管理部分
8 T/RAC 008-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结构规范 频率数据库部分
9 T/RAC 009-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服务接口技术规范 无线电设备检测标准数据库部分

10 T/RAC 010-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服务接口技术规范 无线电设备管理检测数据库部分

11 T/RAC 011-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结构规范 设备管理检测数据库型号核准部分
12 T/RAC 012-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服务接口技术规范 频率数据库部分
13 T/RAC 013-2016 无线电管理数据结构规范 设备管理检测数据库在用设备部分

14 T/RAC 014-2016 无线电监测图例规范

15 T/RAC 015-2016 无线电信号强度的参数和测量方法



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第二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16 TB1019-2016 无线电监测网传输协议（RMTP）GSM-R专项监测扩展部分

17 TB1020-2016 GSM-R专项监测数据库结构技术规范

18 TB1024-2016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射频技术要求 第一部分：9kHz-30MHz

19 TB1023-2016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射频测试方法 第一部分：9kHz-30MHz

20 TB1026-2016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射频技术要求 第二部分：30MHz-1GHz

21 TB1025-2016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射频测试方法 第二部分：30MHz-1GHz

22 TB1022-2016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射频技术要求 第三部分：1GHz-40GHz

23 TB1021-2016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射频测试方法 第三部分：1GHz-40GHz



6月

6月

组建研究队伍，开展前期调研、咨询、

制定工作方案，并完成项目研究主要内

容和框架方案

10月 11月

11月

反馈分解任务研究成果，汇总并完成初稿

12月

10月

结合无线电管理标准现状、需求和发展要求，以

及国家标准化改革发展思路和要求，完成无线电

管理标准体系研究内容和报告框架，分解任务

12月

召开课题组会议，进行终稿前审

议并修改完善完成终稿，交专家

评审

标准体系方案编制



我国国家相关标准情况

频谱工程, 21

无线电监测, 6

无线电设备检

测, 109

地面业务, 40

标准体系方案编制



标准体系方案编制

 缺乏统一有效的顶层设计，造成标准交叉重复、体系不合
理、不便于协调推进等问题

+

 制定程序不完备，没有形成完备的复审机制，更新周期较

长，标准的制定落后于技术进步

+

 很多标准没有对应的验证或测试方案，难以落地实施，支

撑发展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

+

 标准体系的制定者以政府单一供给为主，标准化力量未形成

合力

+

存在问题分析



标准体系方案编制
-需求分析

通用基础 技术管理领域

 频谱工程：标准的制定落后于技术的

进步；大部分标准编制时间较远。

 无线电监测：没有建立统一的总体规

划方法将其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总结成

标准规范会员与联络部。

 设备检测： 特殊领域处于落后和空白

状态；在用设备检测、监测设备检测

方面的标准呈现真空状态。

 信息化建设：建设及测试实施阶段的

标准还比较缺乏；专业数据库标准化

建设的标准还很缺乏。

业务管理领域

 地面业务：需要相关机构根据中国国情

进行转标工作。

 空间业务：在卫星网络申报程序和申报

数据格式等方面的实用标准还是空白

 其他业务：对工、科、医设备的干扰限

制和电磁辐射的评估方面的标准尚属空

白；国内尚未出台射电天文业务保护的

相关标准；业余无线电方面多以管理办

法进行规范。

我国无线电管理
通用基础标准系
统性欠缺。

国家层面



标准体系方案编制
-需求分析

无线电管理机构标准建设

 频谱工程：标准的制定落后于技术的进步；大部分

标准编制时间较远。

 无线电监测：没有建立统一的总体规划方法将其进

行有效的梳理和总结成标准规范会员与联络部。

 公网业务：特殊领域处于落后和空白状态；在用设

备检测、监测设备检测方面的标准呈现真空状态。

 信息化建设：建设及测试实施阶段的标准还比较缺

乏；专业数据库标准化建设的标准还很缺乏。

对外监管与服务标准建设

 地面业务：需要相关机构根据中国国情

进行转标工作。

 空间业务：在卫星网络申报程序和申报

数据格式等方面的实用标准还是空白

 其他业务：对工、科、医设备的干扰限

制和电磁辐射的评估方面的标准尚属空

白；国内尚未出台射电天文业务保护的

相关标准；业余无线电方面多以管理办

法进行规范。

省级层面



标准体系方案编制

无线电管理标准体系框架

通用基础
无线电业
务管理

技术管理 行业应用

基础通用标准是每

个领域标准的基

础，主要包括术语

和定义、数据字

典、图形符号。

主要涉及各类无线电业

务管理的技术特性要求

及同频段、邻频段业务

频谱兼容性的技术要求，

分为地面业务管理、空

间业务管理、其它无线

电业务管理三个大类。

技术管理标准子系统

包括频谱工程、无线

电监测、无线电设备

检测、台站管理、卫

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管

理、信息化管理。

行业应用无线电管理标

准主要是从行业应用角

度进行分类，分为通

信、民航、广播电视、

交通、气象、渔业、铁

路、航天、公安及军队

等应用行业。



04-下一步工作思路

密切跟踪标准化改革发展动态，扎实稳步开展工
作，加速出台标准，并做好标准出版发布和宣传工
作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结合无线电管理标准体系工作要求和标准建设重点
开展协会团体标准的标准体系研究工作，做好标准
研究的顶层设计工作

紧围绕无线电领域实际需要，继续寻求广大会员和科技
人员的支持，将标准申报和发布标准制定计划有机的融
为一体，加快满足市场竞争和创新需求的团体标准研制



04-下一步工作思路

不断总结开展团体标准工作的经验

规范和优化标准制修订流程，做
好培训和严格程序程序的落实

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协会、学会及标
准化组织等之间交流与合作

02

03

04

05

提高标准编写质量和适用性

学习贯彻团体标准相关政策文件

01



THANKS

感谢聆听

www.rachin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