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2004年 6月 2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63号公布 根据

2015 年 3月 3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62 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2年 9月 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1号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产品、服务、管理体系认证的认证证

书和认证标志（以下简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监

督，规范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维护获证组织和公众

的合法权益，促进认证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认证证书是指产品、服务、管理

体系通过认证所获得的证明性文件。认证证书包括产品认证

证书、服务认证证书和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本办法所称的认证标志是指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

通过认证的专有符号、图案或者符号、图案以及文字的组合。

认证标志包括产品认证标志、服务认证标志和管理体系认证

标志。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制定、发

布、使用和监督检查。

第四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负责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的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负责所辖区域内

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禁止伪造、冒用、转让和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

第二章 认证证书

第六条 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从

事认证活动，对认证合格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向认证委

托人出具认证证书。

第七条 产品认证证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委托人名称、地址；

（二）产品名称、型号、规格，需要时对产品功能、特

征的描述；

（三）产品商标、制造商名称、地址；

（四）产品生产厂名称、地址；

（五）认证依据的标准、技术要求；

（六）认证模式；



（七）证书编号；

（八）发证机构、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八条 服务认证证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获得认证的组织名称、地址；

（二）获得认证的服务所覆盖的业务范围；

（三）认证依据的标准、技术要求；

（四）认证证书编号；

（五）发证机构、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九条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获得认证的组织名称、地址；

（二）获得认证的组织的管理体系所覆盖的业务范围；

（三）认证依据的标准、技术要求；

（四）证书编号；

（五）发证机构、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十条 获得认证的组织应当在广告、宣传等活动中正

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有关信息。获得认证的产品、服务、管理

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获得认证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向认证机

构申请变更，未变更或者经认证机构调查发现不符合认证要

求的，不得继续使用该认证证书。



第十一条 认证机构应当建立认证证书管理制度，对获

得认证的组织和个人使用认证证书的情况实施有效跟踪调

查，对不能符合认证要求的，应当暂停其使用直至撤销认证

证书，并予以公布；对撤销或者注销的认证证书予以收回；

无法收回的，予以公布。

第十二条 不得利用产品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

导公众认为其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认证；不得利用服务认证

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管理体系通过

认证；不得利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

公众认为其产品、服务通过认证。

第三章 认证标志

第十三条 认证标志分为强制性认证标志和自愿性认

证标志。

自愿性认证标志包括国家统一的自愿性认证标志和认

证机构自行制定的认证标志。

强制性认证标志和国家统一的自愿性认证标志属于国

家专有认证标志。

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认证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专有的认

证标志。



第十四条 强制性认证标志和国家统一的自愿性认证

标志的制定和使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规定，并

予以公布。

第十五条 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认证标志的式样（包括

使用的符号）、文字和名称，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与强制性认证标志、国家统一的自愿性认证

标志或者其他认证机构自行制定并公布的认证标志相同或

者近似；

（二）不得妨碍社会管理秩序；

（三）不得将公众熟知的社会公共资源或者具有特定含

义的认证名称的文字、符号、图案作为认证标志的组成部分；

（四）不得将容易误导公众或者造成社会歧视、有损社

会道德风尚以及其他不良影响的文字、符号、图案作为认证

标志的组成部分；

（五）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制定的相关技术

规范、标准的规定。

第十六条 认证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认证标志的式样

（包括使用的符号）、文字、名称、应用范围、识别方法、

使用方法等信息。

第十七条 认证机构应当建立认证标志管理制度，明确

认证标志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对获得认证的组织使用认证

标志的情况实施有效跟踪调查，发现其认证的产品、服务、



管理体系不能符合认证要求的，应当及时作出暂停或者停止

其使用认证标志的决定，并予以公布。

第十八条 获得产品认证的组织应当在广告、产品介绍

等宣传材料中正确使用产品认证标志，可以在通过认证的产

品及其包装上标注产品认证标志，但不得利用产品认证标志

误导公众认为其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认证。

第十九条 获得服务认证的组织应当在广告等有关宣

传中正确使用服务认证标志，可以将服务认证标志悬挂在获

得服务认证的区域内，但不得利用服务认证标志误导公众认

为其产品、管理体系通过认证。

第二十条 获得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应当在广告等有

关宣传中正确使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不得在产品上标注管

理体系认证标志，只有在注明获证组织通过相关管理体系认

证的情况下方可在产品的包装上标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县级以上地

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实

施监督检查，对伪造、冒用、转让和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认

证标志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二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认证机构的认

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认证机构应当对其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情况向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供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应当包括

其对获证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跟踪调查情况。

第二十三条 认证机构应当公布本机构认证证书和认

证标志使用等相关信息，以便于公众进行查询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伪造、冒用、转让和非

法买卖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混淆使用认

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 2 万元以下罚款。

未通过认证，但在其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广告等其他

宣传中，使用虚假文字表明其通过认证的，县级以上地方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伪造、冒用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进行

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伪造、冒用认证证书的，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处以 3 万

元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买卖或者转让认证

证书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处以

3 万元罚款；认证机构向未通过认证的认证委托人出卖或转

让认证证书的，依照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认证标志违反本办

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依照条例第六十条规定处罚；违反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依照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处罚。

第二十九条 认证机构发现其认证的产品、服务、管理

体系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不及时暂停其使用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或者不及时撤销认证证书或者停止其使用认证标

志的，依照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认证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

规定，未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的，予以警告。

第三十一条 伪造、冒用、非法买卖认证标志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收费按照国家有

关价格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

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1992

年 2 月 10 日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产品质量认证证书

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和 1995 年 9 月 21 日原国家商检局发

布的《进出口商品标志管理办法》中有关认证标志的部分规

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