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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条 南京赛姆认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AM）对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

生产企业实施企业分类管理。

第二条 SAM 根据获证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以及确保所有获证产品持续满足认证要求的

能力，对生产企业进行分类。原则上分为四类，分别用 A类（产品质量稳定且管理水平较

高的企业）、B类、C类、D类表示。

第三条 企业分类管理的建立应基于发证前后所能获取的所有与生产企业及获证产品质量

相关的信息，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厂检查（包括初始工厂检查和获证后跟踪检查）结论；

（2）样品检测和/或监督抽样的检测结果（包括型式试验、生产现场抽样或市场抽样

等）及样品真伪；

（3）国家或省级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4）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对获证后监督的配合情况；

（5）司法判决、申投诉仲裁、媒体曝光及消费者质量信息反馈等；

（6）认证产品的质量状况；

（7）其他信息。

第四条 分类的基本原则如下：

（一） A类企业：原则上，由 B 类企业提供符合性资料，SAM 对所收集的质量信息和企业

提供的资料进行综合打分评估，确定分类结果。评估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近两年内，工厂检查结论未发现严重不符合项，且一般不符合项不超过 1项；

2.近两年内，产品检测或监督抽样检测结果未发生产品安全性能问题；

3.近两年内，国家级、省级质量监督抽查、强制性产品认证抽查等结论未发生产品安

全性能问题；

4.近两年内，司法判决、申投诉仲裁、媒体曝光及已确认的消费者质量信息反馈等无

安全性能问题；

5.有证据表明企业在持续、稳定、批量的生产获证产品（如 ISO9000 体系认证）或具

备一定的产品设计、检测能力（如检测能力满足 ISO IEC17025 标准认可的资质）以使能

给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进行分析并采取对应措施；

6.在参与农机购置补贴过程中无违规行为（包括不限于非诚信投档、产品存在质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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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投档等）。

（二） B 类企业：除 A 类、C 类、D 类的其他生产企业。无质量信息的初次认证企业分类

定级默认为 B类。

（三） C类企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均可列入 C类企业：

1.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跟踪检查结论判定为“现场验证”的；

2.连续两年，不符合项均超过5项；

3.获证后监督检测结果为非关键项不合格的；

4.被媒体曝光产品质量（如能效、性能等）存在问题，且系企业责任，但不涉及暂停、

撤销认证证书的；

5.认证机构根据生产企业及认证产品相关的质量信息综合评价结果认为需调整为 C 类

的。

（四） D类企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均可列入 D类企业：

1. 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跟踪检查结论判定为“不通过”的；

2．获证后监督/抽样检测结果为关键项不合格且影响到产品质量安全性能问题的（除

说明书/标志不合格外）；

3．无正当理由拒绝认证机构监督检查和/或抽样的；

4．被媒体曝光且系企业责任，对产品安全影响较大，可直接暂停、撤销认证证书的；

5．国家级、省级及各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3C 专项检查等检测结论为“不合格”且

不合格项涉及产品安全关键件明细表中影响安全性能的项目（说明书和标志除外）；

6．不能满足其它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被暂停、撤销认证证书的；

7. 认证机构根据生产企业及认证产品相关的质量信息综合评价结果认为需调整为D类

的。

第五条 当同一企业涉及多类产品生产时，应综合评估企业对所有获证产品的生产控制能

力和质量信息，设定适当的企业类别。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所有产品类别均能满足 A类企业条件，企业分为 A类企业，按照相应产品实施

规则、实施细则对 A类企业的要求实施认证；

（二）所有产品类别均能满足 B类企业条件，其中部分产品满足 A类企业条件时，企

业仍为 B类企业，但对不同产品在设计认证方案和分类结果的应用上应差异化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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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同的产品类别按照各自能符合的企业类别相应的实施规则、实施细则的要求实施认

证和获证后监督。

（三）一旦企业满足 C类或 D类企业分类条件时，企业降级为 C类或 D类，所有产品

均按照实施规则、实施细则中对应企业类别的要求实施认证。

第六条 分类结果应用于设计认证方案，至少应体现在认证模式确定、认证单元划分、生

产企业自有检测资源的利用、获证后监督的方案、供方符合性声明的使用等方面。根据产

品行业风险、企业情况和实施规则、实施细则要求等，可采取单一模式或组合形式的管理

措施。

（一）分类结果应用于认证模式确定、认证单元划分及供方符合性声明的适用等方面

时，依据不同产品的实施规则、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

（二）分类结果应用于生产企业自有检测资源的利用方面时，依据现场检测控制要求。

（三）分类结果应用于获证后监督方案的确定时，应在跟踪检查的频次、内容和方式，

以及监督抽样检测等方面加以区分。

1.A 类企业的证后监督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原则上，A类企业每两年至少完成一次跟踪检查和/或监督抽样检测，企业需在未

进行监督检查的年度根据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自查，并向 SAM 提交自查报告；

对有背负式喷雾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的生产企业，每年进行一次。

（2）跟踪检查可采取预先不通知的检查方式，监督抽样检测采取工厂现场抽样或市场

抽/买样的抽样方式。

2.B 类企业的证后监督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监督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跟踪检查和/或监督抽样检测；

（2）跟踪检查可采取预先不通知的检查方式，监督抽样检测采取工厂现场抽样或市场

抽/买样的抽样方式；

（3）对有背负式喷雾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的生产企业获证后监督不预先通知。

3.C 类企业的证后监督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监督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跟踪检查和/或监督抽样检测；

（2）跟踪检查采取预先不通知的检查方式，监督抽样检测采取工厂现场抽样或市场抽

/买样的抽样方式；

（3）必要时，增加实施预先不通知的检查或市场抽/买样的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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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现场抽样检测方式仅适用于背负式喷雾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单元产品。

4.D 类企业的证后监督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获证后监督频次为每年两次（均不预先通知）。

第一次监督方式为“生产现场抽样检测”，第二次监督方式为“获证后跟踪检查+生产

现场抽样检查”。

（2）必要时，对背负式喷雾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单元产品，采取市场抽样检测或者

检查方式。

注：获证企业发生如下情况时为“必要时”：1、获证后跟踪检查结论判定为“不通过”

的；2、出现投诉、媒体曝光且系企业责任，对产品安全影响较大；3、国家级、省级质量

监督抽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抽查因产品质量问题检查结论为“不合格”，但不具备撤销

证书条件。

第七条 认证机构根据分类信息定期或不定期对生产企业重新分类，实现动态化管理。企

业可通过 SAM 官网客户端申请界面查看具体企业类别情况。生产企业分类结果（类别）须

按照 D-C-B-A 的次序逐级提升，按照 A-B-C-D 的次序逐级或经过风险评估直接调整到相

应级别。原则上，A 类生产企业的分类由生产者（制造商）或生产企业提出申请并符合 A 类

企业分类条件；D 类调整为 C类的条件为最近两次工厂检查均未发现不符合项或不多于 3

项一般不符合项，产品抽测结果均为合格，且未发生符合 D 类企业分类条件的情况；C 类

调整为 B 类的条件为最近两次工厂检查均未发现不符合项或不多于 3项一般不符合项，产

品抽测结果均为合格，且未再发生符合 C 类企业分类条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