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大伟副局长：加强质量供给侧改革  

               推动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 

 

  新华网北京 3月 25日电（胡可璐）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游

客在境外消费约 1.2万亿元。境外消费、“海淘热”的持续升温，显示出消费者

对国内产品信心不足。25日，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国家认监委主任孙大伟在

做客新华访谈时表示，质检总局提出了“推动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的工作

要求，实施质量供给侧改革，缩小乃至消除内外销产品质量差距，改善质量供给，

提振消费信心。  

  认证认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手机、电脑、电视、冰箱上有“CCC”认

证标志，有机食品包装上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节能产品、环保产品、低碳

产品等也有认证标志，一些企业也有“ISO9001”认证证书。孙大伟介绍，认证

是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技术基础手段。通过认证意味着产品质量或者企业管理

能力有保证，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放心消费。 

  “认证认可是一种国内外通行的第三方评价制度，由具备专业能力的第三方

机构依据标准和技术规范，对产品、服务或者企业的管理体系、人员能力等作出

评价。”孙大伟说，通过在供需之间传递信任机制，认证认可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和良性互动，让“优质优价”来引导市场预期，从而提高供给质量。 

  谈及境内外消费“冷热不均”的现象时，孙大伟表示，这凸显出我国供给侧

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目前，质检总局、认监委已启动出口食品企业内外销“同

线同标同质”工程，从认证认可的角度改善质量供给，提振消费信心。 

  所谓同线同标同质，是指出口企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按照相同标准生产出

口和内销产品，使供应国内、国际市场的产品达到相同质量水平。孙大伟透露，

今后将试点建设一批“同线同标同质”公共服务平台，发挥认证作为国内外市场

统一评价制度的作用，用一套标准、一套管理模式、一套评价工具去管理国内国

际市场的质量，从而缩短内外销产品的质量差距、信任差距。在出口食品取得成

功经验后，将来可以逐步复制到其他产品上，带动国内产业整体提质升级。 



  孙大伟认为，“同线同标同质”实质上是供给侧的一场质量革命，它能够带

来三方面的效果。 

  第一，从消费者的角度，有利于改善我国消费者的生活品质，满足国内中高

端需求。消费者不出国门，就可以买到与国际市场同样优质、价格更加低廉的产

品。 

  第二，从企业的角度，有利于国内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同时拓展更大

的市场空间，降低企业成本。过去，企业要按不同的标准生产国内外两个不同市

场的产品，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经营难度。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外销

产品就会陷入困境。 

  第三，从国家的角度，能够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加快提质升级，引导消费回流，

优化供需结构。“同线同标同质”还可以推动国内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促进更

高水平的全方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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