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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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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DB4401/T 111《诚信计量管理规范》的第 5 部分。DB4401/T 111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集贸市场；

——第 3 部分：加油站；

——第 4 部分：眼镜验配企业；

——第 7 部分：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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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广州市标准化协会、广州连锁经营协会、广州市

增城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广州市钱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广州）有限公司太古汇店、广州市苏铂超市有限公司、广州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小军、孙光明、任超、方海燕、陈淑宜、付佳、戴红、冯梓君、郑裕田、

刘可冰、罗少芳、曲红阳、阙烽、吴霞、邓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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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引 言

为进一步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营造诚信经营市场环境，根据《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

范》《服务业诚信计量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指南》等文件要求，在集贸市场、餐饮企业、加油站、眼

镜验配企业、商场超市、医疗卫生机构、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站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领

域，制定诚信计量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引导企业提升诚信计量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

DB4401/T 111《诚信计量管理规范》分为以下 7 个部分，以后根据诚信计量工作要求，再视情

况进行调整。

——第 1 部分：集贸市场。

——第 2 部分：餐饮企业。

——第 3 部分：加油站。

——第 4 部分：眼镜验配企业。

——第 5 部分：商场超市。

——第 6 部分：医疗卫生机构。

——第 7 部分：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站。

本文件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的第 5 部分，旨在引导商场超市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诚信计量

制度建设，规范诚信计量行为，践行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持续提升计量保证能力和诚信计量管理水

平，营造公平交易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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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计量管理规范 第 5部分：商场超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场超市诚信计量管理的术语和定义、计量管理要求、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商

品及商品量管理、法定计量单位管理、诚信计量服务要求和诚信计量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商场超市的诚信计量管理，商场超市相关商（协）会对行业诚信计量的建设和管

理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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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8106 零售业态分类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SB/T 10465 连锁经营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106、JJF 1001、JJF 1070、SB/T 1046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计量 metrology

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来源：JJF 1001—2011，4.2]

3.2

诚信计量 trustworthy metrology

基于诚实守信的计量行为。

3.3

诚信计量目标 trustworthy metrology object

为实现诚信计量目的而制定的可量化、可考核的要求。

3.4

商场超市 shopping malls and supermarkets

D
B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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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销售食品、日用品为主，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需要的零售业态。

注1：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有固定营业场所的零售企业，不包括无店铺零售企业，也不包括生产资料的零售企

业。

注2：本文件中的商场（店）通常指以销售生鲜、糖米油盐酱醋茶等食品为主，满足社区常住人员日常生活需

要，有单店形式和连锁店形式。

注3：常见的超市通常采用开架销售，也可同时采取在线销售，门店内可提供食品现场加工服务，按照营业面积

超市可分为大、中、小型超市，根据生鲜食品营业面积占比，可分为生鲜食品超市和综合超市。

[来源：GB/T 18106—2021，4.1.2，有修改]

3.5

公平秤 fair weighing equipment

由商场超市提供买卖双方核验在场内交易商品计量是否准确的称重计量器具，又称公平称重计

量器具。

3.6

预包装商品 prepackaged products

销售前预先用包装材料或包装容器将商品包装好，并有预先确定的量值（或者数量）的商品。

[来源：JJF 1070—2005，3.1.1]

3.7

定量包装商品 products in prepackages with fixed content

以销售为目的，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全过程、长度、面积、计数标注等标识内

容的预包装商品。

[来源：JJF 1070—2005，3.1.2]

4 计量管理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应依法取得所必要的执照或许可证并持续保持满足相应的经营条件。

4.1.2 应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商场超市进行统一计量管理，保证计量器具和商品量的

准确，正确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在签订的经营协议中应明确有关计量活动的权利义务和相应的

法律责任，自觉接受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的计量监督。

4.1.3 应制定诚信计量的方针、目标和管理制度，有效组织实施并持续改进，逐步形成诚信计量管

理体系（见附录 A）。

4.2 管理责任部门及人员

4.2.1 应明确计量管理责任部门和计量管理负责人，连锁超市、商场应明确计量管理部门和计量负

责人。

4.2.2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并明确各类人员的相关职责，人员应至少包括

公平秤管理员、计量巡查员。

4.2.3 计量管理人员应是签定劳动合同的相对固定的人员，其应接受计量知识培训，商场超市应保

存人员培训考核等相关记录。

4.3 管理制度

计量管理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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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计量管理职责：明确计量管理责任部门、计量管理相关人员的职责，连锁超市、商场应明

确计量职责、分工和协调等管理要求；

b） 计量器具管理制度：明确计量器具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和维护的管理要求；

c） 公平秤管理制度：明确公平秤设置及管理要求；

d） 计量单位使用制度：明确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使用要求；

e） 计量巡查制度：明确商场超市的巡查频率、巡查内容以及结果处理等要求；

f） 定量包装商品进货验收制度：明确定量包装商品合格供方的资质要求和净含量计量验收要

求；

g） 商品量管理制度：明确对自主包装的非定量预包装商品的称重计量、标签标志、包装等及

明确定量包装商品检查、抽查及结果处理的要求；

h） 诚信计量信用分类管理制度：明确计量信用信息的收集、分析、评价和分类管理等要求；

i） 诚信计量承诺制度：明确诚信计量责任、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的内容及其管理要求；

j） 计量投诉处理制度：明确计量投诉处理程序、计量失准赔付及违规惩戒等管理要求；

k） 诚信计量宣传与培训制度：明确诚信计量宣传、培训的方式、内容及考核管理要求。

5 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

5.1 计量器具配备

5.1.1 应按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配备满足经营需要的计量器具，称重计量器具配

备要求见表 1。表 1 为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器具配备的最低要求。

5.1.2 配备称重计量器具的最小分度值应以最高零售商品单价为准。

5.1.3 配备公平秤的称重范围与准确度等级应与零售商品的单价相适应。

表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

商品品种、价格档次

称重计量器具

最大

秤量

分度

值
称重范围

最大允许

误差

准确度

等级

粮食、疏菜、水果

或P≤6 元/kg的商品
30 kg 10 g

m ≤ 5 kg ±5 g

c5 kg ＜ m ≤ 20 kg ±10 g

20 kg ＜ m ≤30 kg ±15 g

肉、蛋、禽、海（水）产品、糕点、糖果、

调味品或6 元/kg ＜ P ≤ 30 元/kg的商品
15 kg 5 g

m ≤ 2.5 kg ±2.5 g

c2.5 kg ＜ m ≤ 10 kg ±5 g

10 kg ＜ m ≤15 kg ±7.5 g

干菜、山（海）珍品

或30 元/kg ＜ P ≤100 元/kg的商品
6 kg 2g

m ≤ 1 kg ±1 g

c1 kg ＜ m ≤ 4 kg ±2 g

4 kg ＜ m ≤6 kg ±3 g

P ＞ 100 元/kg的商品 6 kg 2g

m ≤ 1 kg ±1 g

c1 kg ＜ m ≤ 4 kg ±2 g

4 kg ＜ m ≤6 kg ±3 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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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续）

商品品种、价格档次

称重计量器具

最大

秤量
分度值 称重范围

最大允许误

差

准确度

等级

金饰品 200 g 0.001 g
m ≤ 50 g ±5 mg

b50 g ＜ m ≤ 100 g ±10 mg

银饰品 300 g 0.01 g
m ≤ 50 g ±50 mg

c50 g ＜ m ≤ 100 g ±100 mg

以克为计价单位的其他商品 500 g ea m ≤ 500 g ±e /

注：表中P为商品单价，m 为商品称重质量。
a 分度值 e 取值决定于商品单价的高低，应至少不大于 1 元对应的商品重量。

5.2 计量器具管理

5.2.1 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管理

5.2.1.1 计量检定/校准

5.2.1.1.1 对在用称重计量器具应按规定进行检定/校准，确保受检率 100%。属于强制检定管理的

计量器具应依法向当地承担强制检定任务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授权机构申请周期检定；非强制检

定计量器具应按计量器具分类管理要求定期校准。

5.2.1.1.2 对新增、更换或维修后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及时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授权机构申

请检定。

5.2.1.2 台帐与证书管理

5.2.1.2.1 应建立计量器具台帐，连锁超市、商场应建立计量器具总台帐，各连锁超市、商场分别

建立各自台帐，且应和总台帐相应一致。计量器具台帐至少应包括：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唯

一性标识（如出厂编号）、使用地点、检定/校准日期、检定结论、检定封印编号等，其格式见附录

B.1。

5.2.1.2.2 应加强计量器具检定/校准证书的管理，确保检定/校准证书与在用计量器具相对应，并在

有效期内。连锁超市、商场计量管理责任部门应统一保存所有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证书，并向各连

锁超市、商场分发盖有企业公章的证书复印件。

5.2.2 标识管理

应有完善的措施，确保计量器具的铭牌及检定/校准标志完好。

5.2.3 计量器具使用

使用计量器具应做到：

a） 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按操作规程（或说明书）正确使用计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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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取得校准证书的计量器具进行计量性能确认，判定校准结果满足实际需要后方可使用；

c） 不得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不得破坏铅（签）封；

d） 将商品单价正确录入电子秤，向消费者显示商品称量和结算过程；

e） 做好计量器具的日常维护保养，发生计量器具故障应立刻停止使用，按相应规定更换计量

器具。

5.3 计量检查

5.3.1 计量巡查

计量巡查频率每周应不少于 1 次并做好巡查结果记录，格式见附录 B.2，发现异常按计量巡查制

度要求处理。巡查内容应包括：

a） 是否存在未经检定，或超过检定有效期的计量器具；

b） 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标志和封印是否完整；

c） 是否正确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d） 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及其标注是否规范；

e） 对定量包装商品进行抽查；

f） 必要时按 5.3.2 要求对称重计量器具实施快速检查。

5.3.2 快速检查要求

应配备满足要求的巡检专用砝码，专人负责，在计量器具巡检中对在用的计量器具进行快速检

查，并做好检查结果记录。发现计量器具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及时进行维修、更换。下述情形

应开展快速检查：

a） 按计量巡查制度规定的要求开展；

b） 消费者质疑计量器具的准确性或要求时；

c） 商场超市要求时；

d） 其他情况。

6 商品及商品量管理

6.1 零售商品称重

6.1.1 采取现场称重销售商品的，应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称重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

称重前应去除包装物（必要的内包装除外）。

6.1.2 螃蟹等鲜活水产品专用捆扎绳重量不应超过自重的 5%，所使用的专用捆扎绳应干净、不带

泥、砂和其他杂物。

注：适用于按称重计量销售的需用绳捆扎的螃蟹等鲜活水产品。

6.1.3 消费者有异议时，对可复现的计量结果，应重新操作并显示实际量值，对不可复现的计量结

果，应提前协商一致。

6.1.4 商品结算量应与计量器具显示的实际量值相符，商品（活鱼、水发物除外）的计量负偏差应

符合表 2 的规定，活鱼、水发物的计量负偏差应符合表 3 要求。

6.1.5 即食食品、现场加工食品应以加工完成后的称重计量为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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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商品（活鱼、水发物除外）计量负偏差

商品品种、价格档次 称重范围 允许最大负偏差

粮食、疏菜、水果

或P≤ 6 元/kg的商品

m ≤1 kg 20 g

1 kg ＜ m ≤ 2 kg 40 g

2 kg ＜ m ≤ 4 kg 80 g

4 kg ＜ m ≤ 25 kg 100 g

肉、蛋、禽、海（水）产品、糕点、糖果、

调味品或6 元/kg ＜ P ≤ 30 元/kg的商品

m ≤ 2.5 kg 5 g

2.5 kg ＜ m ≤ 10 kg 10 g

10 kg ＜ m ≤15 kg 15 g

干菜、山（海）珍品

或30 元/kg ＜ P ≤100 元/kg的商品

m ≤ 1 kg 2 g

1 kg ＜ m ≤ 4 kg 4 g

4 kg ＜ m ≤6 kg 6 g

P ＞ 100 元/kg的商品

m ≤ 500 g 1 g

500 g ＜ m ≤ 2 kg 2 g

2 kg ＜ m ≤5 kg 3 g

金饰品 m ( 每件）≤ 100 g 0.01 g

银饰品 m ( 每件）≤ 100 g 0.1 g

以克为计价单位的其他商品 m ( 每件）≤ 100 g ea

注：表中P为商品单价，m为商品称重质量。
a e 值和表 1 一致。

表 3 鱼、水发物的计量负偏差

价格档次 称重范围 允许最大负偏差

P≤60 元/kg

m ≤ 500 g 10 g

500 g ＜ m ≤ 2 kg 15 g

2 kg ＜ m ≤ 5 kg 30 g

60 元/kg ＜ P ≤ 200 元/kg

m ≤ 500 g 5 g

500 g ＜ m ≤ 2 kg 10 g

2 kg ＜ m ≤ 5 kg 15 g

P ＞ 200 元/kg
m ≤ 2 kg 5 g

2 kg ＜ m ≤ 5 kg 10 g

注1：表中P为商品单价，m为商品称重质量。

注2：活鱼、水发物自然去水5秒以上再进行称重。

6.2 预包装商品

6.2.1 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及其标注应符合国家 JJF 1070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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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非定量包装商品应去皮称重（必要包装可保留），加贴电子计价秤打印的标签，标签至少应

包含价格（单价和总价）、净含量及相关规定的其他必要信息。

7 法定计量单位管理

7.1 规范使用

在经营活动中应正确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7.2 称重结算

使用的计量器具应正确显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进行商品量结算。

7.3 明码标价

应使用统一明码标价牌，正确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来明示商品价格。

8 诚信计量服务要求

8.1 诚信计量目标

应制定可量化、可考核的诚信计量目标，并随着诚信计量管理持续改善而提高。

8.2 诚信计量承诺

应向社会公开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并接受社会监督，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格式见附录 C。

8.3 诚信计量责任

连锁超市、商场应签订诚信计量责任书，其内容至少应包括：

a） 遵守计量法律法规规章及本文件的要求；

b） 遵守计量器具管理要求，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不得破坏封印；

c） 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d） 商品重量、净含量及标签应符合相关要求；

e） 主动配合处理有关计量投诉。

8.4 公平秤的设立

8.4.1 超市的公平秤设立

8.4.1.1 超市应在显著、方便的位置（如消费者出入通道等），配备经过检定合格的公平秤，其称

量范围、准确度等级及数量应与经营项目相适应。

8.4.1.2 公平秤的指引应标识清晰、明显，应在公平秤旁公布企业计量投诉电话和政府投诉热线。

8.4.1.3 公平秤由公平秤专（兼）职管理员负责管理，能即时为消费者提供计量复秤服务。

8.4.2 商场（店）公平秤设立

8.4.2.1 鼓励商场（店）按 8.4.1 设立公平秤。

8.4.2.2 未设定专用公平秤的商场（店），应选定一台秤作为公平秤，并在显著部位加贴公平秤标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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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计量投诉纠纷处理

8.5.1 应建立和公开投诉举报渠道，如设立投诉意见箱、电子邮箱和电话，方便消费者的投诉和举

报。

8.5.2 应有专门部门、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工作。

8.5.3 应建立失准赔付制度，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纠纷。经公平秤复核，短秤缺量的，按购买商

品金额“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8.5.4 应积极配合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处理计量投诉，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保证计量纠纷调解工作

顺利进行。

8.5.5 应做好计量投诉处理记录（见附录 B.3）与归档保存工作。

8.6 计量提示

应在显著位置，以信息栏、电子显示屏等形式进行计量提示，提示内容应体现保护消费者的计

量权益，公告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投诉指引、奖惩信息、计量器具检定/校准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9 诚信计量管理

9.1 诚信计量信用分类管理

连锁超市、商场应按照诚信计量信用分类管理制度，对诚信计量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分析、评

价和分类管理。

9.2 诚信计量示范

9.2.1 连锁超市、商场应积极开展诚信计量评比活动，宜定期公布评比情况，营造诚信计量良好氛

围。

9.2.2 应积极创建和申报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9.3 顾客满意度测评

9.3.1 应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工作，可通过网上征集、问卷调查、现场见面等多种方式，主动征求

消费者意见，不断提升诚信计量管理水平，改进服务质量。

9.3.2 应制定诚信计量行为满意度测评方法，确定测评指标，积极开展诚信计量行为满意度测评，

确保测评过程及测评结果有效。

9.4 持续改进

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通过征求消费者意见、诚信计量行为满意度测评、自我检查等方式，查

找出需要改进的问题，制定和实施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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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诚信计量管理体系

A.1 概述

本附录不要求商场超市按照本文件的结构更改其管理体系文件的结构或文件，仅说明诚信计量

管理体系所包含的要素，各商场超市可参考本附录结合自身工作方式和特点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并

与已建立的其他管理体系相结合。

A.2 管理者职责

A.2.1 最高管理者通过以下活动，策划、建立、实施并持续改进诚信计量管理体系：

a） 传达遵守法律法规、满足客户需求的重要性；

b） 制定诚信计量方针；

c） 确定诚信计量目标；

d） 配备足够的资源；

e） 主持管理评审。

当策划和实施管理体系的变更时，确保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A.2.2 明确涉及诚信计量的有关部门岗位职责及相互关系。

A.2.3 明确各诚信计量活动实施过程及要求，管理内部诚信计量信息、处理投诉记录以及建立执行、

保障和监督协调机制等。

A.3 体系文件

A.3.1 管理体系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诚信计量方针和目标、公开承诺、管理手册、程序文件、记

录。

A.3.2 管理体系文件应传达至有关人员，并得到切实贯彻执行。

A.3.3 体系文件的内容、种类、详略程度取决于商场超市的规模大小、服务和流程的复杂程度以及

相互关系、人员能力等因素。

A.4 文件控制

应控制和管理诚信计量管理体系所要求的文件（含内部和外部），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声

明、标准、规程、规范、规则和方法、制造商的说明书、指导书、管理手册、程序文件、计划等，

文件可承载在各种载体上，例如硬盘拷贝或电子媒介。

文件控制应确保：

a） 文件发布前经过授权人员审查和批准；

b） 必要时对文件进行评审和更新，并再次批准；

c） 文件有唯一的识别信息和描述，包括标题、日期、编号等；

d） 有效识别文件更改和当前修订状态；

e） 在使用地点使用的文件是受控的有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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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作废文件应具有适当标识，防止误用；

g） 保持文件清晰、易于识别；

h） 电子文件应备份。

A.5 记录控制

A.5.1 应制定记录管理程序文件，包括记录的识别、收集、检索、存取、维护和销毁等内容，以保

留诚信计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证据。

A.5.2 应制定过程检查、维修维护等必要的记录格式，每份记录应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便于识别影

响结果准确的因素，并在尽可能接近原使用条件下能够复现。记录中应有操作人员的签字或标识。

A.5.3 数据、计算和结果应在产生时予以记录（或计算机自动生成记录并保存），并分类标识。

A.5.4 记录应清晰明了，对记录时出现的错误，按照相应的程序文件进行修改。

A.5.5 记录应便于存取，不得丢失、损毁。

A.5.6 所有记录应予以安全保护，必要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A.5.7 对记录的保存期限和调阅应做出规定。

A.6 信息交流和控制

A.6.1 应制定诚信计量信息交流和控制的程序文件，规范诚信计量信息的接收、传递和处理，确保

诚信计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

A.6.2 在信息交流中获取的信息要有记录。

A.7 服务客户

A.7.1 应制定与诚信计量相关的服务客户文件，规定业务职责和受理范围等。

A.7.2 应公开收费标准和投诉电话等。

A.7.3 应制定客户满意度调查程序文件，规定调查方法和信息的分析、使用方法，改进诚信计量管

理体系。

A.7.4 应制定客户投诉管理程序文件，明确受理投诉机构，收集投诉信息，进行分析后确定处理措

施，并保存所有投诉记录。

A.7.5 应建立服务客户业务档案，进行必要的跟踪回访。

A.8 监督和检查

A.8.1 应制定日常监督和检查工作程序文件。

A.8.2 监督和检查的方式及时间间隔应与本企业工作特点相适应。

A.9 诚信风险管理

A.9.1 应制定风险管理程序文件，识别与诚信计量相关过程的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策风

险、产品风险、经营风险、舆情风险。

A.9.2 基于风险识别和风险等级，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对预计发生的风险，提前发出预警；对可能

存在的风险，要及时判断，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防止风险发生；对已经存在的风险，要采取纠正

措施，消除风险原因，防止风险再次发生；对可能给消费者和相关利益方带来不利影响的，及时披

露或公开。

A.10 诚信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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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 应开展诚信计量文化建设，树立诚信理念，增强质量意识，关注品牌效应，履行社会承诺，

参与诚信文化传播活动。

A.10.2 开展与诚信计量管理体系有关的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诚信计量方针和诚信计量管理体系要求；

b） 个人在诚信计量方面的职责和作用；

c） 个人工作改进的正效应；

d） 违背诚信规定的后果；

e） 失信行为对商场超市及个人的影响。

A.11 内部审核

A.11.1 应制定内部审核程序文件，按照预定的计划表，定期对诚信计量管理体系运行进行内部审

核。内部审核计划应涉及诚信计量管理体系的所有要素。

A.11.2 内部审核人员应经培训合格，独立于被审核的活动，并经管理者批准。内部审核周期通常

不超过 12 个月。

A.11.3 审核活动的领域、审核发现的情况和因此采取的纠正措施等，应予以记录。

A.11.4 应保存内部审核活动的所有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核计划、审核记录、纠正或纠正措施、

跟踪验证、内部审核报告。

A.12 管理评审

A.12.1 应制定管理评审程序文件，最高管理者应根据既定的日程表和形成文件的程序，定期对管

理体系以及诚信计量活动进行评审，以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A.12.2 管理评审的内容包括：政策和程序的适宜性、方针和目标的有效性、目标的实现情况、承

诺的履行情况、内部审核和外部评审的结果、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结果、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的

报告、消费者的投诉处理情况和消费者的反馈结果、管理体系改进的建议等。

A.12.3 管理评审的结果包括：管理体系改进的决定和措施、工作过程的改进和资源的需求等。

A.12.4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改进的措施在约定的或适当的时间内得到实施。

A.13 改进

A.13.1 不符合控制

A.13.1.1 应制定不符合控制程序文件并实施，及时发现与诚信计量管理体系或客户要求的不符合。

该程序应能确保：

a） 确定对不符合工作的管理职责和权限；

b） 采取与风险相一致的措施，包括暂停工作、恢复工作等；

c） 评价不符合工作的严重性；

d） 立即进行纠正，同时对不符合的可接受性做出决定；

e） 规定批准恢复工作的职责。

A.13.1.2 应特别关注失信的评估、处置和社会效果。

A.13.1.3 当评价表明不符合可能再度发生，或对诚信计量管理体系运行产生怀疑时，应采取纠正

措施。

A.13.2 纠正措施

A.13.2.1 应制定纠正措施程序文件，指定合适的人员，识别不符合的原因，对发现的不符合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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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措施。

A.13.2.2 纠正措施应与问题的严重程度和风险大小相适应，实施纠正措施后，应能消除不符合，

并防止再次发生。

A.13.2.3 应保存纠正措施的所有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不符合描述、原因分析、采取措施、实施

结果。

A.13.3 预防措施

A.13.3.1 应制定预防措施程序文件，包括措施的启动和控制，以确保其有效性。

A.13.3.2 应识别技术和诚信计量体系方面所需要的改进和潜在不符合的原因。

A.13.3.3 采取预防措施时应制定措施计划并加以实施和监控，以减少此类不符合情况发生的可能

性并改进。

A.13.4 持续改进

应建立符合商场超市自身特点的持续改进机制，通过内部审核以及管理评审的结果，找出需要

改进的问题，制定和实施改进的措施，记录改进的结果，评估改进的效果，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不断提高计量诚信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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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记录格式

B.1 计量器具台帐

按有关规定将其使用的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台账格式见表 B.1。

表 B.1 计量器具台帐参考格式

序号
计量器

具名称
分类

规格

型号

制造

单位

出厂

编号

检定/校

准日期

检定封印

编号

现行

状态

下次检定/

校准日期

使用

地点

领用

日期

1

2

3

4

5

……

B.2 计量巡查记录

按 5.3 的要求开展计量巡查，并做好记录。记录格式见表 B.2。

表 B.2 计量巡查记录参考格式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巡查人：

序号 地点 衡器使用情况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计量单位 处理情况

B.3 投诉处理记录

宜在公平秤处设置计量投诉站点，指定计量管理人员处理计量投诉纠纷，做好投诉处理记录，

记录格式见表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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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投诉处理记录参考格式

投诉者姓名 联系方式

责任人 地点

计量投诉事由

投诉要求

处理过程

处理结果
被投诉代表签名：

结果反馈
投诉人签名：

承办人 日 期

计量管理负责人 日 期



DB4401/T 111.5—2022

15

C
C

附 录 C

（资料性）

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

商场超市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格式见图 C.1。

XXX 商场超市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

编号：

为营造诚信经营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认真执行《诚信计量管理规范

第 5 部分：商场超市》……等要求。

二、严格遵守《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建立健全和落实各项计量管理制度。

三、规范商场超市经营行为，做好计量监督检查，保证计量器具和商品量的准确。

四、配备和使用合格的计量器具，不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不破坏计量器

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

五、正确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明码实价。

六、积极处理有关计量投诉：计量不足的，按购买商品金额“退一赔三”赔偿消费者。

七、……（其他承诺内容）。

本单位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商场超市监督电话：

投诉举报电话：12345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图C.1 商场超市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参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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