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杭州市地方标准《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单位创建 

评价规范》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放心消

费在浙江”自 2017 年在我省全面实施。近些年来，杭州全面开展了“放

心消费在杭州、助推城市国际化”行动，引导各类消费环节经营主体参

与放心消费单位创建，建成了“放心消费在杭州”品牌，消费环境安全

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明显提升。2020 年省市监部门联合

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发布了《关于全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开展放心

消费建设的通知》，杭州市消保分局开始对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开展放心

消费建设工作，每年对珠宝玉石行业进行评价，确定“年度放心消费单

位”。 

杭州是长三角珠宝产业集群核心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

地落户杭州。杭州的珠宝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行业结构多元，专卖店、

综合体专柜、专业市场、个人工作室、旅游商店、互联网直播及网店等

业态形式丰富。在萧山区，既有全国领先的黄金珠宝加工企业和新材料

培育钻石生产企业)，有知名的时尚珠宝品牌销售企业，也有以服务平

台模式发展的杭州国际珠宝城以及以设计研发、加工制造、展示发布为

主的制造业平台“长三角国际珠宝时尚产业园”和“浙江航民黄金珠宝

时尚产业园”，形成了以黄金珠宝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连锁经营

的上下游珠宝产业链。杭州市近年来持续深化开展“放心消费在杭州”

建设工作，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开展形式多样的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在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已培育形成放心工厂、放心商圈、放心消



 

费直播间示范企业，推动时尚消费和高品质生活。目前全省珠宝玉石首

饰行业共有 2300 余家门店纳入“放心消费在浙江”智慧平台，杭州市

占比超过 20%。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技术创新，古法金、培育钻石等时尚化产品逐

渐兴起，行业从保值升值向时尚迅速发展，时尚类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高。但新零售新工艺新材料等新业态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因为步伐过

快、规范和标准滞后等原因面临各种问题，导致行业仍然存在着较大的

不规范性，甚或违法违规的行为。各种“套路”损害消费者权益，如一

口价、以旧换新、原石“盲盒”交易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消费者接收

的信息受到较大干扰、难以分辨销售的商品是否以次充好、价格是否实

际优惠，这势必会成为珠宝行业长远发展的掣肘。为了规范珠宝行业经

营者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促进时

尚消费，进一步推动时尚产业发展，基于满足行政主管部门创新管理、

强化行业自律、维护保障消费者权益、市场运营者规范管理四方面的实

际需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创建评价规范》急待破笼而出。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指出“开

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推动经营者诚信自律，营造安全消费环境，加强

售后服务保障”，我省消费升级“十四五”规划纲要更是对全面促进珠

宝首饰等时尚消费提出了重要战略部署，要求全面营造放心的消费环

境。《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创建评价规范》鼓励并倡导市场经营

主体广泛参与放心消费单位创建，对放心消费培育单位实行常态化选育

管理，从亮证经营、生产采购、公平计量、质量安全、规范经营、广告

宣传、明码标价、公平竞争、售后服务等方面提出要求，进行评价，以

规范行业发展，加强对放心消费单位的结果运用，鼓励放心消费单位对



 

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建成一批高质量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使得参与

放心消费创建的单位有获得感，引领更多的市场经营主体参与到放心消

费建设当中来，有力促进杭州时尚之都的打造。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创建评价规范》由浙江省珠宝玉石首

饰行业协会提出，经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审立项，于 2023 年 6月

列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第二批杭州市标准化

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杭市管函[2023]157 号）。 

2.2 起草单位 

《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创建评价规范》由杭州市标准化研究

院、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分局、浙江省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共同起草。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3 年 6月底组建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并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

讨论明确各参与单位和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明确资料的收集梳理和调研走访、主要技术内容的归纳、工作组讨论稿

的修改和完善等。 

2.3.2 起草标准初稿 

2023 年 7月编制小组就珠宝玉石行业放心消费单位创建评价工作

开展调研，走访了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杭州国际珠宝城、曼卡

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等，了解企业放心消费单位的创建以及珠宝玉石经



 

营服务的产品、过程、售后、先行赔付等情况，企业在服务、质量、维

权方面的主要做法。编制小组梳理了市级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单

位创建和评价做法，并充分借鉴省级放心消费单位的评估管理办法，听

取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明确了工作组标准讨论稿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

容。 

2.3.3 修改标准稿 

编制小组于 11 月 22 日召集行业协会专家开展标准研讨会，对标准

内容进行充分的论证，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与申报时的草案对比，

本标准共进行了三次大的修改： 

2023 年 8月，增加了对珠宝玉石饰品的术语和定义，并将“放心

消费单位”的术语修改为“放心消费单位创建”的术语。  

2023 年 10 月，将第 4章基本原则修改为评价要求，内容包含基本

原则、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将第 5章申报条件修改为评价内容，将第

7章评价内容调整至第 5章内。将第 6章评价方法修改为评价程序，包

含评价流程、评价方法、评价实施、评价周期。 

2023 年 11 月，增加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术语和定义；增加第 8章

评价与改进的内容。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兼顾科学性、客

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 



 

3.1.1 科学性原则 

    在标准的研制过程中，编制小组遵循科学方法，收集并分析相关资

料，进行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以了解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确保标准

的制定过程和制定内容科学、合理。 

3.1.2 客观性原则 

标准文件的内容基于杭州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在创建放心消费单位

中的实践经验和客观事实，从评价要求、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结果运

用、评价与改进等内容进行充分地归纳总结，来确保标准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  

3.1.3 合理性原则 

标准兼顾主管部门的监管需求、行业协会的规范需求、消费者实际

需求，充分考虑杭州地域特色，并经过广泛地研讨，提出的具体要求等，

均有相应的技术依据，来保证标准文本的合理和可行性。 

 3.1.4 适用性原则 

标准内容适用于对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单位创建和评价， 

能够促进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可操作和适用性强。 

3.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标准以 GB/T 24421.4《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4部分：标

准实施及评价》为指南，主要技术要求依据：一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要求；二是依据省局《关于深化放心消费建设评价工作的指导意

见》《关于全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开展放心消费建设的通知》政策要求；

三是依据《浙江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生产经营服务规范》，该规范现为

我省放心消费“1+X”评价体系以及行业自律和行业内考核评定的依据；

四是总结归纳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对放心消费单位创建评价的要求。 



 

3.3 标准初稿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1章范围。本文件规定了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单位创建评

价的的评价要求、评价内容、评价程序、评价与改进、结果运用的要求。 

适用于对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单位创建和评价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中引用了GB 11887《首饰 贵金属纯

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GB 28480《 饰品 有害元素限定的规定》、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GB/T 16552《珠

宝玉石 名称》、GB/T 17110《商店购物环境与营销设施的要求》、GB/T 

17242《投诉处理指南》、GB/T 18760《消费品售后服务方法与要求》、

GB/T 28802《玉器雕琢通用技术要求》、GB/T 31912 《饰品 标识》、GB/T 

35411《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展示要求》、GB/T 36128《珠宝贵金属产

品质量测量允差的规定》、GA 1517 《金银珠宝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

DZ/T 0417《珠宝玉石饰品售后服务规范》、QB/T 1131《首饰 金覆盖层

厚度的规定》、QB/T 1132 《首饰 银覆盖层厚度的规定》、QB/T 2062  《贵

金属饰品》、DB 33/T 2042 《电子商务平台交易产品信息发布基本要求》

等标准。 

第 3章术语和定义。本标准对珠宝玉石饰品、放心消费单位创建、

经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了定义。 

第 4章评价要求。本章明确了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主体、评价对

象。 

第 5章评价内容。本章从售前的经营场所、人员配备、生产采购、

计量、商品质量，售中的规范经营、信息展示、价格标示、公平竞争，

以及售后的通用要求、投诉处理等方面，对评价内容予以明确。 



 

第 6章评价程序。评价程序包括评价流程、评价方法、评价实施、

评价周期四方面的内容。 

第 7章结果运用。明确放心消费单位评价通过后年度标识的发放、

悬挂、推广和宣传的要求。 

第 8章评价与改进。经营者应结合自身情况开展放心消费单位创建

并进行自我评价。评价结论、改进建议等应反馈给经营者，使经营者根

据评价信息持续优化改进。评价结论、改进建议等应反馈给经营者，使

经营者根据评价信息持续优化改进。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标准结合行业特色，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浙江省贵金属饰品和珠宝玉石饰品

三包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满意消费长三角行

动”、“放心消费在浙江”建设要求以及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有关标准制定。

我省和我市未制定发布过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创建评价规范的

相关地方标准。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杭州市每年对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开展放心消费建设评价，确定“年

度放心消费单位”，有 400 余家门店纳入“放心消费在浙江”智慧平台，

进行培育和后评价认定。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制定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有计划有组织的面向珠宝

玉石首饰行业市场经营主体大力推广标准的宣贯和培训，持续做好管

理，不断更新和完善服务内容，树立行业标杆，鼓励更多的市场经营主

体加入到放心消费建设中来。预期效果：一是统一标准，提升行业整体

服务能力，让消费者购物省心放心无风险。二是加强标杆作用，将“放

心消费单位”作为面向消费者的宣传方向，帮助市场经营主体获得政府

背书，并加强其自我监督和动力提升。三是在市级层面先行推广，逐步

扩展到全省范围内，发挥杭州作为时尚之都的带头作用。 

对参与创建的放心消费单位，主管部门通过常态化选育，好中选优

进行评价认定；在日常管理中，将鼓励先进、激励后进，并加强对放心

消费单位的结果运用，提升放心消费单位的知名度、美誉度，扩大影响

力。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珠宝玉石首饰行业放心消费创建评价规范》编制工作小组 

                2023 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