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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质检法教程》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同时也是同类型国家级教材
的首部，本教材从质检法名称的确立，到质检法内容的界定，再到质检法内在逻辑结构的寻觅，都具
有一定的原创性及随之不可避免的探索性与不成熟性。
    质检法所关注和研究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已经形成并以经济法律法规亚群体的
形式呈现与表达的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动植物检疫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烟草
专卖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许可证条例、认证认可条例、盐业专营条例、特种设备监察条例等法律
现象。
在中国业已有效融入全球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劲发展动力的情况下，质检法既是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情况下，政府保障人民及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义务与责任的实现途径
，也是WT0／TBT措施和WT0／SPS措施及其通报、评议和关注的制度承载。
对此，国内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已经进行了各个侧面与层面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
但毋庸讳言，目前的这种分散、孤立的研究已经和实践的需求形成了较大的差距。
本书力图在总结已有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质检法理论之构建，发现质检法的研究工具
和范式，对现有的质检立法成果给出全面、系统和清晰的解释与归纳，并结合当今世界质检法实践发
展的主要趋势，对中国质检法的走向和规制改革，进行评论和说明。
    本书适合法学专业、质量工程专业、食品安全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也适合法学、管
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生阅读使用，同时也可供制造业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中从事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人
员参考或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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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艳林  法学博士，教授，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法学
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河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现任教于中国计量学院，研究方向为竞争
法、质检法、经济法理论和民法理论，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法理论问题》、《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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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质检法概念的确立    一、质检法概念的提出    二、质检法的定义与性质    
三、质检法的基础范畴　第二节　质检法的生成与表达    一、技术规则    二、标准、标准化与标准化
法    三、计量、计量构成与计量法    四、检疫、三检分立发展与检疫法    五、质量、质量控制与产品
质量法    六、质检法的表达形式　第三节　质检法的起源和发展    一、质检法起源于“度量衡”      二
、质检法概念的支撑资源    三、质检法展望上编　质检法综合制度  第二章　质量监督法律制度  　第
一节　质量监督法律制度概述      一、质量监督立法      二、质量监督管理体制      三、质量监督制度  　
第二节　质量监督检查法律制度      一、质量监督检查法律制度的含义      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
制度  　第三节　质量监督公示法律制度      一、质量监督公示制度的含义      二、质量监督公示制度的
基本内容  　第四节　质量监督奖励法律制度      一、质量监督奖励法律制度概述      二、中国名牌产品
管理制度  第三章　计量法律制度  　第一节　计量法律制度概述      一、我国计量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发
展      二、我国计量法律制度的构成和调整范围          三、我国计量法律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法定
计量单位          一、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构成      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适用范围      三、法定计量单
位的实施要求与方法  　第三节　计量基准、标准的建立和管理      一、计量基准的建立和管理      二、
计量标准器的考核和管理      三、标准物质的管理  　第四节　计量器具和标准物质的制造、进、销售
、使用和修理      一、计量器具和标准物质的制造      二、计量器具和标准物质的进口            三、计量器
具和标准物质的销售和使用         四、计量器具的修理  　第五节　计量检定和计量校准      一、计量检
定      二、计量校准  　第六节　商品量计量      一、零售商品的称重计量要求      二、定量包装商品的净
含量计量要求⋯⋯中编　质检法调节手段　下编　质检法的特别管制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质检法教程>>

章节摘录

接踵而至的是为满足工作机的发明和使用而引起的动力机——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而工作机和动力
机的水平和能力，都有赖于机器制造技术的保障，“开始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是18世纪工业革命发展
的第三个阶段”。
英国工程师、工厂主和发明家莫兹利于1794.年发明了移动刀架，1797年制成了带有移动刀架和导轨系
统的车床，可以自动加工不同螺距的螺丝和多种几何形状的部件，使车床成为机械制造业的母机。
人们从中得到启发，将有互换性的零件叫标准件，将生产标准件的机器叫“标准化”莫兹利因而可称
之为工业标准化之父。
莫兹利的移动刀架这一看似简单的发明，实则是机械技术史上的重大创新。
19世纪英国出版的《全国工业》这样评论说：“它对机器的改良和更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
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
采用刀架的结果是，各种机器很快的完善和便宜了，而且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
”[3]这就在客观上使各类零部件种类繁杂，企业内的生产虽是有标准的，但企业间的协作则标准不统
一，互换性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使生产力无法发挥出来。
“19世纪初期，推行通用制造系统的阻碍因素之一是当时还没有制定螺母标准。
”[4]1841年，莫兹利的学生惠特沃思建议英国土木工程学会采用统一的螺纹制度被采纳，习称惠制螺
纹，成为最早的协会标准，被英国及欧洲各国采用。
[5]协会标准的出现是标准化发展的里程碑。
1895年1月，英国钢铁商H.J.斯凯尔顿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指出：鉴于英国一些桥梁和
型材尺寸规格过于繁多，钢铁厂无法采用先进技术大量生产，而不得不频繁更换轧辊，从而使成本提
高。
他呼吁通过标准化，统一钢铁的规格尺寸，改变这种混乱的状况。
[6]斯凯尔顿的建议随即引起了英国各方面的关注，“国会也讨论这件事，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员也组织
起来组成一个协会。
统一钢梁的规格尺寸⋯⋯后来经国会批准成为国家标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质检法教程>>

后记

自从本人提出的《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法教程》获得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立项之后，
质检法理论问题便一直是作为“始作俑者”必须认真思考和精心构筑的逻辑心结。
随着2006年中国计量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的起招和质检法方向的确立，更是强化了这种逻辑力量对
本人心理的约束和行为的指引。
经过近一年的资料准备和到一线实践部门的调研，《质检法教程》编写会议于2007年1月1日在西子湖
畔的三台山庄如期召开。
参加会议的除本书作者外，还有提醒并鼓动本人申报该项目的好友——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
授，我国著名卫生法专家、上海市卫生监督所主任医师方有宗教授，著名检验检疫法专家、国家质检
总局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副局长叶永茂先生，著名生命科学专家、中国计量学院生命科学院院长
王兰洲教授，著名质检法专家、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邢造宇博士，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汪江连老师等
诸多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了本教材的编写大纲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评论。
2007年秋初开学，作者辞去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院长的职务后，得以有充裕的时间对质检法理论进行
系统的思考和研究，确立并理顺了质检法的逻辑结构与体系。
特别是2008年暑假，本人带领经济法学质检法方向和竞争法方向2006级、2007级和部分2008级研究生到
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沈阳标准化研究院进行质检法专业实习，聆听中国著名标准化学学家李春田
教授讲授《标准化原理、方法及运用》课程，拜访中国第一本《技术监督法学概论》的作者、中国著
名科技政策专家、东北大学副校长娄成武教授，更加坚定了作者探讨质检法理论的信心和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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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质检法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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