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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本报告所统计的数据是由华测检测消费品检测数据及风险分析组所搜集的 2016 年第四

季度（2016年 10-12月）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阿联酋等国家/

地区的政府官方网站所发布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数据，以及中国公众网络所公布的流通领域质

量监测数据，此外还包括 CTI华测检测实验室检出的有关流通领域的不合格产品数据。本报

告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 概述了报告目的，数据来源及搜集方式； 

2、 数据总揽：介绍了国内、外发布不合格产品的通报概况，各区域所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

别以及该区域通报数量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3、 高风险产品预警：分别针对“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以及“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

两类市场上的高风险不合格产品，从发布通报的区域、不合格产品的源产地、不合格产

品类别、问题产品的不合格项目及危害等多个维度来综合分析，以期达到预警相关企业

尽早熟悉并符合国内、外相应产品的标准和要求，以降低产品的风险，提高流通领域消

费品的质量安全；   

4、 不合格产品风险分析：消费品或许由于某条测试标准不合格而导致最终的判定结论为不

合格，但实际上不合格产品对消费者的影响（包括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质量及产品

功能性、商业诚信及产品信息等三方面）并不明确，也无法客观的作为采购的依据。我

们针对不合格产品进行系统性的、科学性的风险级别的判定，其级别涉及到对人体可能

造成的危害、质量及产品功能性、商业诚信及产品信息三个维度，阐释该不合格项目对

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风险的级别及影响做出召回、罚金、整

改通告等相应的处置。消费者也可以根据不合格项目的实际影响做出合理的使用及采购

决定。 

 

注：本报告中使用的数据及资料来源详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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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目的 

商品质量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关系企业信誉，关系国家形象。近年来我

国一系列重大质量事件频发，暴露出质量监督工作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自 2015 年华测检测

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TI）作为第三方测试机构，与全国各地省（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质检局/消费者协会等政府部门开展了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监督抽检的受托合作。

2016年，CTI共承担了来自全国 21 个省 115个地级市的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监督与抽查检

验工作，主要涉及的商品种类有：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轻工产品、建筑和装饰装修材

料、农业生产资料、机械及安防、电工及材料。 

通过持续性的搜集国内、外官方政府发布的不合格商品通报数据，包括中国流通领域公

众网站所公布的质量监测数据，以及 CTI 华测检测实验室检出的有关流通领域的不合格产

品数据，汇总形成了华测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品数据库。从多角度分析不合格消费品大数据，

统计不同种类问题产品的风险类别以及问题产品的不合格项目，采用风险分析的办法建立风

险分析的模型，以期最终关注相应风险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影响，实现在关注及协助企业提

升产品质量的同时能对消费者做采购决定时起到一定的帮助和建议。 

1.2数据来源及搜集方式 

国内、外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品检测数据汇总及分析报告旨在分析各种不合格消费品，

我们的数据搜集方式参考 GB/T 30136-2013
[1]
附录 A《常见的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采集

渠道和存在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CTI内部数据：内部数据主要源自 CTI-LIMS系统海量数据存储。华测实验室一年

报告数量约为 100万份，鉴于本报告主要关注不合格消费品，因此华测内部实验室内部关于

流通领域消费品的不合格数据是我们数据统计的主要来源之一。 

（2）CTI外部数据：依据 GB/T 30136-2013附录 A，CTI对于外部数据的搜集主要涵盖

五个方面：①国内政府部门；②协会及相关组织；③消费者及媒体；④知名企业标准；⑤国

外通报数据。世界各地对于消费品质量的关注都可见一斑，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均有发布不

合格消费品召回案例的网站以及相应的案例说明，CTI 所汇总的国外不合格消费品数据源自

类似于欧盟 RAPEX，CPSC等网站所发布的不合格产品案例。 

1.3本报告数据所涵盖的产品 

本报告主要关注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流通领域的消费产品，涉及到日用及纺织品、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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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轻工产品、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农业生产资料、机械及安防、电工及材料七大类型

的消费品（暂不包括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汽车等产品）。CTI内部关于消费品分类

规则详见本文 1.4。 

1.4 产品分类规则 

为方便针对不同种类产品进行不同类别的统计和分析，CTI参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规范（2015版）》的产品目录
[2]
制定了 CTI内部产品分类规则，并对产品分类进行了编

码工作。后续无论是内部数据的汇总还是外部数据的搜集都将依据该规则进行不同种类产

品的分类统计分析。 

根据该产品分类规则，共将流通领域消费品分为 7个一级分类，77个二级分类，以及

429个三级分类。 

1.5本报告数据涵盖的区域 

鉴于本报告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两大块，其中内部数据还涉及到

CTI所测试的国内流通领域消费品的不合格数据，因此国内区域囊括了我国大部分省份。另

一方面我们所搜集的外部数据主要源自国内、外官方所发布的不合格产品召回网站，外部数

据涵盖的范围包括欧盟
[3]
，美国

[4]
，加拿大

[5]
，澳大利亚

[6]
，新西兰

[7]
，日本

[8]
，阿联酋

[9]
、

中国
[10]

等全球
[11]

主要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的区域。鉴于各个国家/地区的不合格数据通报频

率不一，因此每期报告所具体涵盖的区域需要以报告具体分析数据为准。 

1.6 本报告发布的频率 

CTI所编制的《国、内外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品检测数据汇总及分析报告》是以季刊的

频率进行发布，数据统计分析也将主要以季度为单位进行汇总。 

2数据总览 

本部分将就 CTI 所搜集到的 2016年第四季度的数据进行总概述，具体介绍了国内、外

发布不合格产品的通报概况，各区域所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以及该区域通报批次排名第一

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2.1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的区域 

2016 年第四季度各国家/地区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的占比详见图 2.1。由于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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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国通报的数据激增，中国官方网络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数据集中在年底第四季度发布出

来，例如：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等等，导致第四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总批次将

近是国外的 9倍。 

 

 
 

2.2 通报涉及的不合格产品类型 

参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2015版）》的产品分类规则，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

通报的不合格产品共涉及 7类一级产品，60类二级产品，233类三级产品。按照产品的二级

分类，通报批次排名前六的产品类别分别是：服装、电子产品、鞋类、玩具、车辆相关产品、

饰品，详见下图 2.2。 

 

 
 

中国

89.94%

欧盟

6.02%

加拿大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阿联酋

其他

10.06%

图2.1 2016年第四季度各地区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的占比

服装

电子产品

鞋类

玩具

车辆相关产品

饰品

其他（54类产品）

21.91%

10.06%

7.23%

图2.2 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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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各区域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 

通过下表 2.1 可以看出 2016 年第三、四季度各国家/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格

产品的详情。 

中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阿联酋这几个区域在 2016 年下半年所关注的产品基本

不变：欧盟地区通报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玩具类，日本通报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服装类，澳

大利亚通报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玩具类，阿联酋通报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家用电器类。 

表 2.1 各国家/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的详情 

通报国家/地区 

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 

不合格产品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产品 占比 产品 占比 

中国 服装 22.63% 服装 23.61% 

欧盟 玩具 34.03% 玩具 35.76% 

日本 服装 31.03% 服装 20.88% 

美国 家用电器 16.67% 电子产品 28.17% 

加拿大 服装 25.53% 电子产品 16.95% 

澳大利亚 玩具 26.42% 玩具 22.41% 

新西兰 电子产品 21.43% 玩具 25.00% 

阿联酋 家用电器 54.55% 家用电器 71.43% 

注：各国/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所占比例，具体指的是各国/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

格产品的批次，占该区域具体某时间段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总批次的比例。 

 

2.2.2 各区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2016 年第四季度 CTI 所搜集国外 7 个国家/地区通报发布的流通领域的不合格产品数

据，其中欧盟和美国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较多，见图 2.1。下面以欧盟和美国为例进行分

析。 

由图 2.3 可以看出，2016 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包括玩具、服装、

照明光源及灯具、电子产品、饰品以及婴童用品。而在 CTI编制的《2016年第三季度国内、

外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品检测数据汇总及分析报告》
[12]

中，欧盟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包

括玩具、饰品、电子产品、服装及婴童用品。由此可见，2016年下半年度欧盟持续高度关注

玩具、服装、电子产品、照明光源及灯具、饰品和婴童用品这 6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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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四季度美国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包括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饰品和照明

光源及灯具，详见图 2.4。而在 CTI编制的《2016年第三季度国内、外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

品检测数据汇总及分析报告》
[12]

中，美国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包括电子产品、婴童用品、

家具、照明光源及灯具和玩具。对比可知，2016年下半年度美国持续关注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和照明光源及灯具产品。 

 

 
 

2016年第四季度国外其他国家（除去欧盟和美国，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兰、阿联酋）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见图 2.5。这几个地区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数量较

少一些，故汇总在一起。 

 

玩具

服装

照明光源及灯具

电子产品

饰品

婴童用品

其他（24类）

34.03%

15.24%

9.60%

图2.3 2016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的

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

饰品

照明光源及灯具

其他（18类）

16.67%

11.54%

图2.4 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通报的

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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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风险产品预警 

分别针对“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以及“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两类市场上的高风

险不合格产品，从发布通报的区域、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地、不合格产品类别、问题产品的不

合格项目及危害等多个维度来综合分析，以期达到预警相关企业尽早熟悉并符合国内、外相

应产品的标准和要求，以降低产品的风险，提高流通领域消费品的质量安全。   

3.1 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预警 

由于各个国家/地区发布不合格产品的通报数据的格式未统一，各不相同，很多地区无

法直接获得所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国；但欧盟地区的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简

称 RAPEX系统）完全统一了欧盟境内所有国家通报不合格产品的格式，且通报的产品信息齐

全。因此，我们以欧盟所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数据为例进行原产国分析，见表 3.1。 

表 3.1 欧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主要原产国 

产品原产国 

不同时间段的不合格产品

的原产国占比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中国（包括台湾） 67.85% 70.86% 

土耳其 5.01% 2.32% 

德国 2.09% 2.98% 

印度 3.13% 0.66% 

意大利 2.30% 1.66% 

美国 0.63% 2.98% 

波兰 1.25% 0.99% 

注：不同时间段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国占比，具体指的是欧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国，占欧盟具体某时间段通报的

不合格产品总批次的比例。 

家用电器

服装

电子产品

玩具

婴童用品

体育用品

其他30类

13.94%

12.68%

11.55%

图2.5 2016年第四季度国外 (除去美国和欧盟 )通报的

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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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中国输欧盟产品概况 

“中国制造”不合格产品一直高居欧盟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简称 RAPEX 系

统）通报榜首（见表 3.1），且欧盟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中国制造”。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对

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在欧洲市场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也

折射出中国制造企业对欧盟相关法规指令认知度的缺失。 

2016 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有 479 批次，源自中国（包括台湾）制造的

高达 67.35%，详见图 3.1所示。 

 

 

 

3.1.2 源自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2016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的源自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类别，详见图 3.2，玩具产品

仍然位居首位，占其通报（中国制造）46.46%。而在 CTI编制的《2016年第三季度国内、外

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品检测数据汇总及分析报告》
[12]

中，欧盟通报源自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

品，问题玩具产品通报批次也是最多的。由此可见，该类产品一直是欧盟的监督管控重点。

因此，建议中国意欲输欧的玩具企业务必要熟悉并符合欧盟地区的玩具标准和要求，以降低

产品输欧的风险。
 

中国

土耳其

印度

意大利

德国

波兰

其他（29个国家）

67.85%

5.01%

图3.1 2016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不合格产品的

主要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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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不合格玩具产品的危害分析 

由图 3.2 可见，2016 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的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最多的是玩具

类产品，问题玩具类产品主要会对婴幼儿和儿童产生化学毒性、噎塞、听力损坏等等人身伤

害，见图 3.3，违反了欧盟 REACH法规、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标准。 

 

 
 

 

 

玩具

照明光源及灯具

服装

电子产品

饰品

鞋类

其他（19类）

46.46%

图3.2 2016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的中国制造的

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

化学
38.04%

噎塞
31.29%

听力损坏
12.88%

人身伤害
9.20%

烧伤

绞勒

微生物

闷窒

触电

割伤

环境

其他
17.79%

图3.3 2016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的

问题玩具类产品（中国制造）的主要伤害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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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针对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高风险产品预警 

近年来，随着电商购物越发普遍，网络购物中的商品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流通

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2016 年 5 月 1 日起实行），实体店和网购商品统一纳入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范围，对线上线下经营者一视同仁，统一开展商品质量监管。 

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采用网络抽检形式监督的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包括服装、鞋类、

箱包、纺织品、玩具和饰品，见图 3.4。 

 

3.2.1中国通报不合格比重最高的产品类别 

2016 年第四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比重最高的是服装类产品，占 22.63%。该

类产品涉及所有的消费群体，国内市场流通量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案例较多。通报批次较

多的其他不合格产品类别包括电子产品、鞋类、车辆相关产品等，详见图 3.5。 

 

服装

鞋类

箱包

纺织品

玩具

饰品

其他（11类）

45.89%

15.10%

9.24%

图3.4 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网络抽检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

服装

电子产品

鞋类

车辆相关产品

箱包

饰品

家用电器

其他（49类）

22.63%

10.29%

7.65%

图3.5 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通报的

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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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中国通报不合格比重最高产品的不合格项目分析 

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通报最多的服装产品所涉及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使用说明、

纤维含量/纤维成分、色牢度等等，详见图 3.6；主要不合格检测项目对消费者的潜在人身

伤害及消费提示，详见表 3.2。 

 

表 3.2 主要不合格检测项目对消费者的潜在人身伤害及消费提示 

主要不合格

项目 

不合格项目对消费者

的潜在人身伤害 
消费提示 

使用说明 / 

服装的标识标注是消费者识别产品、了解产品性能及如何正

确、安全使用产品的信息来源，还要特别关注产品的安全技术

类别标注：婴幼儿产品（36 个月及以下或身高在 100cm 及以

下的婴儿）应标注 A 类，GB31701 婴幼儿用品，直接接触皮肤

的儿童产品（36 个月以上 14 岁及以下的儿童）应至少标注为

GB31701 B 类，非直接接触皮肤的儿童产品（36 个月以上 14

岁及以下的儿童）应至少标注为 GB31701 C 类，直接接触皮

肤的 14 岁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产品应至少标注为 GB18401 B

类，非直接接触皮肤的 14 岁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产品应至少

标注为 GB18401 C 类。 

纤维含量/

纤维成分 
/ 

纤维含量标注是关乎消费者能否明明白白消费以及企业诚信

的问题。虽然大部分情况下，纤维含量不会严重影响产品的外

观和穿着，但产品原料成分的优劣和多寡，是决定产品价格的

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会影响产品使用后的洗涤和保养。 

使用说明

纤维含量

色牢度

pH值

透湿量

接缝性能

其他（4项）

53.07%

34.66%

7.65%

图3.6 2016年第四季度不合格服装产品的

主要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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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合格

项目 

不合格项目对消费者

的潜在人身伤害 
消费提示 

色牢度 

与人身体接触的部位

可能出现瘙痒，严重的

时候会起红斑、丘疹

等，导致接触性皮炎； 

色牢度不合格除了影响美观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身体健康不

利。 

色牢度级数越高，代表产品的色牢度越好。 

pH 值 

破坏人体皮肤表面弱

酸性环境，引起瘙痒，

并使皮肤容易受到其

他病菌的侵害，甚至引

发皮炎等症状； 

婴幼儿皮肤娇嫩，偏酸/偏碱都会给肌肤带来不适。我国纺织

品强制性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 pH 值应在 4.0～7.5 之

间，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 pH 值应在 4.0～8.5 之间，非

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 pH 值应在 4.0～9.0 之间。 

 

上述问题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会对消费者的健康

造成隐患。其中色牢度、PH值不符合要求，都可能引发皮肤炎症；使用说明、纤维含量并不

一定对消费者产生直接的人身伤害，但也是消费者会关注的项目，是服装生产企业向消费者

传达产品部分价值的直接方式。如果服装面料的实际纤维含量与明示值不符，不但不能正确

指导消费，而且还有欺骗消费者之嫌，商家也失去了品牌信誉。 

3.2.3中国通报不合格产品的区域分布 

2016 年第四季度 CTI 搜集内、外部共 27 个省/市发布的流通领域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数

据。其中，通报批次最多的是江苏省，高达 1320 批次，湖南省和广东省的通报批次均高达

500以上，详见图 3.7。 

 
图 3.7 2016 年第四季度中国发布不合格产品的通报区域 

广东576批次

湖南607批次

江苏1320批次

50 

100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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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四季度中国发布的流通领域不合格产品，其中原产地为广东省的不合格产品

最多，高达 2297 批次，原产地是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不合格产品均高达 600 批次，不通报的

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地主要集中在广东省，见图 3.8。 

 

图 3.8 2016 年第四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地分布 

 

4本季度消费热点产品风险分析 

2015 年末，我国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小孩。在消费升级和

二胎政策放开的利好推动下，与婴幼儿有关的产业（奶粉、玩具、纸尿裤、婴幼儿护肤品、

童装等日常生活用消费品）将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据中华纺织网 2016年 6月 14日发

布的资讯“二胎政策放开后，童装成服装行业发展强引擎”
[13]

 ：我国童装消费料将保持较

高增速，市场规模有望于 2017年突破 1500亿元。童装市场正成为服装行业的一个新兴增长

点。 

随着中产消费者购买力上升，加上新一代父母多为 80、90 后，父母对优质童装需求殷

切。本部分选取了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进行风险分析。用以分析该类产品的数据源是

2016年第四季度 CTI承检抽检的产品。 

 

广东2297批次

江苏680批次

浙江861批次

50 

100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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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问题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特征分析 

（1）抽检场所特征 

2016 年第四季度 CTI 承检抽检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的的抽检场所主要包括超市、商场、

专卖店、小商铺、网抽、其他共 6类场所，见图 4.1。其中网络抽检到的问题儿童及婴幼儿

服装批次最多，占该季度的 69.01%，由此可见，线上经营的这类网络商品是重灾区，网络抽

检方式将是未来商品质量监管整治的重点。小商铺、商场、专卖店的抽检批次占比在同一水

平， 反映了这几个抽检场所商品质量水平相当，提升空间很大。 

 

 

 

（2）原产地特征 

2016 年第四季度 CTI 承检抽检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其中问题产品的主要原产

地是浙江省和广东省，这两省制造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占了第四季度的一半市场，见

图 4.2。针对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建议生产领域的监管部门可以将浙江省和广东省的

生产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对象；而流通领域的监管者也可以重点监管产品原产地为浙江省和广

东省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 

 

网抽 小商铺 商场 专卖店 其他 超市

69.01%

图4.1 2016年第四季度CTI承检抽检的

不合格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抽检场所

29.24%

19.88%

图4.2 2016年第四季度CTI承检抽检的

问题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主要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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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价格区间分布 

2016年第四季度 CTI承检抽检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其中问题产品的价格集中

在 100 元以下，该价格区间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占了第四季度的 71.35%，见图 4.3。

因此，建议流通领域的监管部门重点监管价格在 100元以下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 

 

 

 

（4）品牌特征 

通过统计分析 2016年第四季度 CTI承检抽检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发现此类产

品品牌众多，高达 100个以上，市场高度分散；且不合格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基本上

都是非名牌产品。 

据中华纺织网 2016年 6月 14日发布的资讯“二胎政策放开后，童装成服装行业发展强

引擎”
[13]

，2015年除了排名第一的品牌巴拉巴拉市场占有率达到 4%以外，其他品牌的市场

占有率均在 1%以下，市场高度分散；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也意味着各童装品牌市场拓展的

更多机遇；且从市场占有率的角度看，在市场竞争中，中国本土品牌的表现要优于境外品牌。

如此良机，重点监管增长尤为亮眼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就有可能打造中国名牌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的质量问题关乎我们的下一代。 

（5）不合格项目分析 

统计 2016年第四季度 CTI承检抽检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该类问题产品的不合

格项目包括使用说明、纤维含量、色牢度、pH值、甲醛含量，见图 4.4。其中，色牢度差的

产品，染料容易脱落和褪色，影响产品美观，且脱落的染料分子或重金属离子可能通过皮肤

被儿童及婴幼儿身体吸收而危害健康；甲醛含量超标问题也令人担忧，甲醛会随着穿着过程

逐渐释放，通过皮肤和呼吸道对儿童及婴幼儿产生危害。 

 

≤49.99 50-99.99 100-149.99 150-199.99 ≥200

32.75%
38.60%

图4.3 2016年第四季度CTI承检抽检的

问题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价格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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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产品各属性与抽检结果的相关性分析及抽检结果的预测 

本部分将对2016年第四季度CTI承检抽检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数据，进行产品各属

性与抽检结果的相关性分析，产品属性具体包括原产地、抽检场所、价格区间、抽检结果。

运用SPSS软件的二元logistic回归LR向前法，以抽检结果为因变量，产品各属性为自变量来

建立预测模型，通过模型预测产品是否合格；结合ROC曲线优化预测模型，依据产品各属性

来预测产品是否合格的准确率达到84.6%。 

因原产地、抽检场所、价格区间都是无序多分类变量，抽检结果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

SPSS软件的卡方检验来检验产品各属性是否与产品合格有关。 

（1）原产地与抽检结果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卡方检验的蒙特卡洛双侧显著性（双侧）

小于0.05。从统计学意义上说，原产地与抽检结果存在相关性。2016年第四季度，不合格儿

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的原产地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和浙江省。 

（2）抽检场所与抽检结果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卡方检验费希尔精确检验的精确显著性

（双侧）小于0.05。从统计学意义来说，抽检场所与抽检结果存在相关性。2016年第四季度，

不合格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的抽检场所主要集中在网抽，合格产品的抽检场所主要是商

场。 

（3）价格区间与抽检结果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卡方检验皮尔逊卡方渐进显著性（双侧）

小于0.05。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价格区间与抽检结果存在相关性。2016年第四季度，总体

上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随着价格的升高，产品的质量也越好，价格在150元以下的产品，

质量较差。 

（4）抽检场所与价格区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卡方检验蒙特卡洛显著性（双侧）小于

0.05。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抽检场所与价格区间存在相关性。2016年第四季度，网抽的儿

使用说明
55.68%

纤维含量
37.88%

色牢度
3.41%

pH值
2.27%

甲醛含量
0.76%

图4.4 2016年第四季度CTI承检抽检的

问题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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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价格主要集中在100元以下，商场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价格主要集

中在50-150元，专卖店的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价格主要集中在100-150元。 

综上关于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统计分析结果，建议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购买 100

元以下的该类产品要慎重；网络抽检是政府监管的历史盲区，建议流通领域监管机构在未来

制订抽检计划可考虑将“网抽”方式作为该类产品抽检的重点；同时，建议生产领域的监管

部门可以将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婴幼儿服装产品生产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因 CTI 承检抽检的抽检区域和产品类别是有限的，并未涵盖全国地区和所有的产品类

别，故存在原始大数据局限性，因此上述统计分析结果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流通领域的儿童

及婴幼儿服装类产品的整体质量情况，所得的结论仅供参考。 

4.3风险分析 

消费品或许由于某项目测试结果与规定标准要求不符而导致最终的判定结论为不合格，

但实际上不合格产品对消费者的影响（包括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质量及产品功能性、商

业诚信及产品信息等三方面）并不明确，也无法客观的作为采购的依据。我们针对不合格产

品进行系统性的、科学性的风险级别的判定，其级别涉及到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质量及

产品功能性、商业诚信及产品信息三个维度，阐释该不合格项目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实际影

响。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风险的级别及影响做出召回、罚金、整改通告等相应的处置。消费者

也可以根据不合格项目的实际影响做出合理的使用及采购决定。例如某批次商品的风险级别

经过分析后判定为低，那么该不合格商品其实对于消费者的实际影响也较低，消费者可以考

虑是否基于成本等原因在警觉、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该产品。当然企业也可以根据不合格

事件的风险分析结果作为改进的依据。如上所述，CTI 编制了《不合格产品风险分析指南》。

关于不合格产品的风险类型（三个维度）及其对应的风险等级的具体判定详见附件一。 

 

4.3.1不合格产品案例风险分析 

依据 CTI 编制的《不合格产品风险分析指南》，具体举例分析某不合格“淡蓝色婴儿隔

水尿布裤”对婴幼儿（极为弱势消费者）可能造成的风险，该产品详情如下表 4.1。 

表 4.1 不合格产品详情 

项目 详情 

产品 

产品名：淡蓝色婴儿隔水尿布裤 

产品类别：婴幼儿服装  

描述：1、纤维成分：71.1%粘纤，28.9%棉； 

2、安全技术类别：GB 18401-2010 A 类技术要求（婴幼儿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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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详情 

承检机构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检验日期 2016.10.24-2016.10.28 

检测方法 
GB 18401-2010（A 类技术要求），GB 5296.4-2012， 

GB/T 2910.7-2009，FZ/T 01057.1-4:2007 

检验结论 针对测试样品，甲醛含量不合格。 

 

以下我们将分别从三个维度分析不合格产品“淡蓝色婴儿隔水尿布裤”的风险级别。 

（1）质量及产品功能性的风险等级判定：依据附表 2 产品质量及功能性风险矩阵表，该

产品的质量及产品功能缺陷风险属于“中等”：甲醛含量不符合标准要求，可能会引起消费

者投诉；该类质量问题发生的概率为“高”（1/1000-1/100），故判定该产品的这类风险属于

高风险。  

（2）商业诚信及产品信息的风险等级判定：依据附表 4产品信息及商业诚信风险矩阵表，

该产品甲醛含量不符合标准要求，与提供的产品信息不一致，影响使用，判为“2级”，该发

生产品信息及商业诚信问题的概率为“可能”，故判定该产品的这类风险属于高风险。 

（3）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的风险等级判定：案例中的淡蓝色婴儿隔水尿布裤对婴幼儿

可能造成的伤害的具体风险，详见附件二。依据附表 5 不合格产品对人体危害的风险矩阵

表，该产品的这类风险属于中风险。 

依据上述三类风险评估的结果，按照最严重的风险结果，该问题产品淡蓝色婴儿隔水尿

布裤对于婴幼儿（极为弱势消费者）来说，其风险属于高风险。 

4.3.2监管单位处置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针对不合格产品常规的行政处罚包括：责令更正，罚批次，

责令停止销售。根据 4.2.1所举例的淡蓝色婴儿隔水尿布裤产品所做的风险评估结果：中风

险，CTI建议监管机构可以责令相关生产企业、经销商停止销售该产品，并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罚。 

4.3.3企业生产指导建议 

婴幼儿是一类极为弱势的被动消费者，他们身体各个器官包括皮肤尚处在生长期，机能

不完善、比较娇嫩，是我们的重点关心和保护对象。因此，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的安全健康问

题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要防止使用对象受到不良影响和伤害。因此建议设计、生产、

销售环节相关人员做好以下几点： 

（1）生产企业要从源头把好质量关，对原材料供货商严格筛选，对每批次材料在采购



 

18 

 

前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及行业标准进行严格的管控，确保采购到符合标准要求、质量过关的

原材料。例如，纤维含量不合格，可能就是生产企业未对采购的原料进行严格把关，部分送

检或者根本不送检而随意标注原材料成分，或者只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数据而盲目标注成分，

或者存在侥幸心理，对于不同批次的同款面料只检验其中某一批次或部分批次，以偏概全，

造成纤维成分的标称值与实测值不相符。 

（2）生产企业按照强制性标准或其它相关标准对产品进行相关检测，对每批次产品在

生产前按照相应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严格的管控，确保生产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 

（3）生产企业要认真研究国家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与当地的质

量管理监督管理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主动对产品相关安全指标进行内控，以求达到每批产品

都能够符合国家或行业质量要求。 

（4）生产企业特别是品牌生产企业要建立自己产品的检测要求和供应商的考核制度，

明确品牌企业的检测指标（企业标准、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并将这些检测要求落实到每

一件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中，确保贴着自家品牌的产品即代表着优质产品。 

（5）流通领域应明确进货渠道的质量把关责任，由相关负责人进行质量把关负责，一

旦查出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应立即对该批商品进行下架处理，并对供货商进行相应的处

罚，情节严重的可以停止合作更换新的符合要求的供应商。 

通过做到以上几点，原材料供应商、成品生产企业、品牌企业、各商品流通领域一起共

同努力，主动对儿童服装生产、销售的各个质量环节进行严格管控，加上各级质量监督管理

部门的监督管理，一定可以营造出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质优物美的商

品。 

4.3.4消费选购建议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以其花色品种多、变化快、色彩鲜艳明亮而著称，选购儿童及婴幼儿

服装时，既要考虑其款式、颜色，更应该考虑其健康安全和舒适性。选购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看产品及其包装上的使用说明（即产品标识），包括是否有中文标注，是否标明制

造者的名称和地址、产品名称、产品号型或规格、纤维成分及含量、维护方法、执行的产品

标准以及产品所属的安全类别等，不同形式的标识内容应一致，且耐久性标签必须包含产品

号型或规格、纤维成分及含量、维护方法。 

（2）闻一下产品是否有刺激性气味。如果有刺激性气味,可能是甲醛含量过高，购买需

慎重。 

（3）优先选择购买纯棉等透气性好的产品，面料应以浅色、手感柔软为宜，使用前应

先清洗。 

（4）洗涤时应按洗涤说明要求，把深、浅色产品分开洗。特别提醒：儿童与成人服装

分开洗涤，使用较温和的洗涤剂，并注意漂洗干净，以免刺激儿童稚嫩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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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儿童皮肤娇嫩、抵抗力弱，建议尽量在正规的商场或超市中购买有较好信誉的品

牌。从这些供销渠道获得的产品，其货源、质量较易得到保证，售后服务的质量一般也较高。 

5关于华测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简称“CTI”）是一家从事检测、校准、检验、认证及技术服务的综合性第三方机

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CTI 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深圳，在全国设立了四十多个分支机构，拥有化学、生

物、物理、机械、电磁、汽车、环境、医学、健康等领域的 90 多个实验室，并在台湾、香

港、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设立了海外实验室及办事机构。 

2009年 10月 30日，CTI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300012，为深圳市首家在创业

板上市的公司，也是国内检测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6 意见反馈 

欢迎各位读者反馈您对本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您所希望看到的分析点，联系邮箱：

mka@cti-certcom。 

  

mailto:mka@cti-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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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合格产品风险类型及等级判定矩阵 

CTI所编制的《不合格产品风险分析指南》主要从中国流通领域抽检的实际出发，由于

中国流通领域的产品抽检主要以国标作为判定合格与不合格的主要标准。消费品或许由于某

条测试标准不合格而导致最终的判定结论为不合格，但实际上不合格产品对消费者的影响并

不明确，也无法客观的作为采购的依据。我们针对不合格产品进行系统性的、科学性的风险

级别的判定，其级别涉及到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质量及产品功能性、商业诚信及产品信

息三个维度，阐释该不合格项目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风险的级

别及影响做出召回、罚金、整改通告等相应的处置。消费者也可以根据不合格项目的实际影

响做出合理的使用及采购决定。关于不合格产品的风险类型（三个维度）及其对应的风险等

级的具体判定详见附表 1。 

附表 1：不合格产品风险类型及等级 

风险类型 严重风险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质量及产品功能性 

完全不能满足关键

性功能企业不能修

复，消费者正常使

用过程发生事故，

需要赔偿或者退批

次； 

监管/执法当局有

强制性要求召回或

者销毁； 

媒体及消费者大范

围广泛关注； 

不能满足某些功

能，消费者要求

赔偿或退批次； 

监管当局行政处

罚； 

媒体/消费者关

注； 

不符合规格，部分

功能无法实现； 

可能引起消费者投

诉和监管当局警

告，媒体可能披

露； 

消费者不容易

感知到的功能

性要求； 

商业诚信及产品信息 

系统性的，长期性

提供不实的产品信

息，影响消费者直

接权益； 

提供不实产品信

息，导致消费者

做出不正确的购

买决定； 

提供不实的或不明

确的产品信息，有

可能影响产品的维

护保养及长期使用

状况； 

产品信息不合

格，但是对消

费者的权益没

有影响； 

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 

对消费者有非常高

危害，且危害发生

的概率非常高； 

对消费者有较高

危害，且危害发

生的概率较高； 

对消费者的危害一

般，且危害发生的

概率也居中； 

对消费者危害

基本没有或者

很细微，危害

发生的概率也

比较小； 

 



 

21 

 

 

（1）质量及产品功能性的风险等级判定：CTI 关于产品质量及功能性的风险等级评估

主要参考附表 2 所示的风险矩阵表，依据产品质量功能缺陷的严重程度以及质量问题发生

的概率，将风险等级划分为四个级别。质量问题发生的概率可参见附表 3。 

附表 2：产品质量及功能性风险矩阵表 

严重性 
后果 该质量问题发生的概率 

功能 监管部门 声誉影响 极低 中等 高 极高 

轻度 

消费者不容易

感知到的功能

性要求 

/ 

企业内部关

注，品牌形象

没有受损 

L L M H 

中等 

不符合规格，

部分功能无法

实现 

可能引起监

管当局警告 

可能引起消费

者投诉，并引

起媒体关注 

L M H S 

高等 
不能满足某些

功能 

监管当局行

政处罚 

国内影响，政

府介入媒体和

公众关注负面

结果 

M H S S 

严重 

某些主要功能

故障或无法满

足，消费者正

常使用过程发

生事故 

监管/执法

当局有强制

性要求召回

或者销毁 

国际影响，品

牌形象受损 
H S S S 

注：S 指严重的风险；H 指高风险；M 指中风险；L 指低风险 

 

附表 3列出了产品质量及功能性发生问题的概率。  

附表 3：质量问题发生的概率 

可能性等级 发生概率 特征描述 

极低 <1/10000 该质量问题发生概率极低 

中等 1/1000-1/10000 该质量问题发生概率中等 

高 1/100-1/1000 该质量问题发生概率高 

极高 >1/100 该质量问题发生概率极高 

 

 

（2）商业诚信及产品信息的风险等级判定：产品可依据附表 4 产品信息及商业诚信风

险矩阵表中来评估该类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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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产品信息及商业诚信风险矩阵表 

完整性 产品信息 
商业诚信问题发生的概率 

不太可能 偶然 可能 很可能 

1 
产品信息不合格，但是对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影

响 
L L M H 

2 
提供不实的或不明确的产品信息，有可能影响

产品的维护保养及长期使用状况 
L M H S 

3 
提供不实产品信息，导致消费者做出不正确的

购买决定 
M H S S 

4 
系统性的，长期性提供不实的产品信息，影响

消费者直接权益 
H S S S 

注：S 指严重的风险；H 指高风险；M 指中风险；L 指低风险 

 

（3）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的风险等级判定：CTI 判定不合格产品的对人体所造成的

危害主要参考 RAPEX 风险评估 RAG 软件，评估不合格产品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风险等级评估

见附表 5。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某一产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危害，应对每种危害分别进行风险

评估，最终以危害的最高风险等级作为该不合格产品的最终风险等级。 

附表 5：不合格产品对人体危害的风险矩阵表 

伤害发生概率 
伤害发生严重程度 

严重 高度 中等 轻度 

1 >50% S S S H 

2 >1/10 S S S M 

3 >1/100 S S S M 

4 >1/1000 S S H L 

5 >1/10000 S H M L 

6 >1/100000 H M L L 

7 >1/1000000 M L L L 

8 <1/10000000 L L L L 

注：S 指严重的风险；H 指高风险；M 指中风险；L 指低风险 

 

综合考虑危害对人体健康以及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将伤害的严重程度分为四个等

级，四个等级的具体特征如附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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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伤害的严重程度等级 

伤害等级 特征描述 

轻度 
所造成的伤害或者结果经过常规处理之后（一般急救，不包括去医院就诊），不会影响正

常工作或者造成过多痛苦；“轻度”伤害通常可以自行恢复； 

中等 
所造成的伤害或者结果有必要去急诊，但基本无需去医院。短期之内正常工作可能受到

影响并且在半年之内可以恢复； 

高度 
所造成的伤害或者结果有必要去医院就诊，并且会影响正常工作（超过半年）或者导致

永久性不健全； 

严重 
所造成的伤害或者结果是致命的，包括脑死亡，其结果会影响生育以及后代，或者超过

10%以上的残疾。 

补充说明：RAPEX 风险评估软件，简称 RAPEX-RAG，是基于《通用产品安全指令》（GPSD 指令）的要求，

按照 2010/15/EU 附录 5 设计出来的一批次风险等级评估软件，其目的提供给欧盟各成员国监管机构一套高

效、统一、透明可行的方法来评估产品的风险，并最终改善可能给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风险的产

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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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风险等级评估报告 

 

 

 

 

 

风险等级评估报告 
基本信息 

产品 

产品名：淡蓝色婴儿隔水尿布裤 

产品类别：婴幼儿服装 

描述：1、纤维成分：71.1%粘纤，28.9%棉； 

2、安全技术类别：GB 18401-2010 A类技术要求（婴幼儿用品） 

风险评估人 

名：Candy 

姓：Su 

创始人：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70区鸿威工业园C栋 

产品风险-概述 

典型伤害情景 1 : 严重的风险 - 产品在正常穿着的情况下，因甲醛超标，幼儿皮肤与

之接触的部位可能出现瘙痒，严重的时候会起红斑、丘疹等，导致接触

性皮炎。 

  

 

整体风险：                                            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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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伤害情景1：非常年幼的儿童–皮炎 

 

产品危害 

危险类别：化学 

危险类型：致敏物质 

 

消费者 

消费者类型*
1
：婴幼儿 - ：0 至36 个月 (极为弱势消费者) 

 

危险怎样给消费者带来伤害 

伤害情景：产品在正常穿着的情况下，因甲醛超标，幼儿皮肤与之接触的部位可能出现

瘙痒，严重的时候会起红斑、丘疹等，导致接触性皮炎。 

 

伤害的严重性 

伤害：皮炎 

级别：3  严重 身体 ＞50 cm
2
 

 

伤害步骤的概率 

伤害步骤                                               几率 

步骤1：正常穿着                                                0.95 

步骤2：甲醛超标                                                0.0076*
2
 

步骤3：皮肤瘙痒，起红斑，丘疹等                                0.50          

步骤4：皮炎                                                    0.50 

 

 

计算概率：                                             0.001805    

总体概率：                                              >1/1000     

此情景下的风险：                                        中风险*
3
     

 

 

 

 

 

 

 

 

 



 

26 

 

 

 

 

 

 

 

 

 

 

*1、消费者类型 

 

消费者类型 定义 

婴幼儿 0-3岁； 

年幼的儿童 3岁-8岁； 

年龄稍大的儿

童 

8岁-14岁； 

弱势消费者 包括3岁-8岁年幼的儿童，8岁-14岁年龄稍大的

儿童，以及其他身体或精神有残疾的人（例

如，部分身体残疾，老年人，包括≥65岁，身

心能力有部分缺陷的人），缺乏相关经验和知

识的人；  

极为弱势消费

者 

包括0-3岁的婴幼儿，以及其他有大面积的或复

合残疾的残疾人； 

其他消费者 除“极为弱势”和“弱势”消费者以外的其他

消费者； 
 

 

*2、甲醛超标的几率0.0076，源自4.1关于2016年第四季度CTI承检抽检的问题儿童及婴

幼儿服装类产品的不合格项目甲醛发生概率。 

 

*3、伤害情景风险级别的判定，参考本报告“附件一”中“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的风

险等级判定”附表5：不合格产品对人体危害的风险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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