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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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二

季度（2017年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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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通报区域分布、不合格产品的源产地分布、

不合格产品类别、问题产品的不合格原因分析及改进建议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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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品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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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及抽检结果的预测分析

是用 IBM SPSS统计分析软件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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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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CTI共承担了来自全国 14个省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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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2015版）》的产品目录
[2]
以及 2016年修订版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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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个二级分类，以及

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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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总揽 

本部分将就 CTI 所搜集到的 2017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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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二季度各国家/地区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的占比详见图 2.1。2017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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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总批次将近是国外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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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分类规则，2017 年第二季度全球通报的不

合格产品共涉及 7 类一级产品，48类二级产品，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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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玩具、纺织品，详

见下图 2.2。 

 

 

 

 

 

 

 

 

 

 

 

 

0.99%
0.81%

1.11%

0.83%
0.64%

中国

88.68% 6.79%
其他

11.32%

图2.1 2017年第二季度各地区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的占比

阿联酋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日本

新西兰

EU

服装

鞋类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玩具

纺织品

其他（42类）

31.43%

9.78%

8.90%

8.12%

6.58%

5.11%

图2.2 2017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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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和 2016年下半年各国家/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

的不合格产品的详情。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日本通报批次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服装类产品，欧盟、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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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中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阿联酋这几个国家/地区重点关注的产品基

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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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一季度 2016 年第四季度 2016 年第三季度 

产品 占比 产品 占比 产品 占比 产品 占比 

中国 服装 34.14% 服装 33.05% 服装 22.63% 服装 23.61% 

欧盟 玩具 45.83% 玩具 40.95% 玩具 34.03% 玩具 35.76% 

日本 服装 36.17% 服装 18.87% 服装 31.03% 服装 20.88% 

美国 家具 15.87% 玩具 16.92% 家用电器 16.67% 电子产品 28.17% 

加拿大 家具 15.22% 玩具 14.55% 服装 25.53% 电子产品 16.95% 

澳大利亚 玩具 21.43% 玩具 29.31% 玩具 26.42% 玩具 22.41% 

新西兰 玩具 25.00% 玩具 23.53% 电子产品 21.43% 玩具 25.00% 

阿联酋 家用电器 100% 家用电器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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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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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欧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较多，见图 2.1。下面以欧盟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数据为例进

行分析。 

由图 2.3 可以看出，2017 年第二季度欧盟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包括玩具、照明光

源及灯具、服装、日用化工品、电子产品和婴童用品。在《2017年第一季度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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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照明光源及灯具、劳护用品、电子产品和婴童用品。由此可见，欧盟地区持续高度关

注玩具、照明光源及灯具、服装、电子产品和婴童用品这几类产品。 

 



 

5 

 

 

 

2017年第二季度国外其他国家（除去欧盟，包括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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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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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主要包括：玩具、家用电器、服装、家具、

婴童用品和饰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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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

照明光源及灯具

服装

日用化工品

电子产品

婴童用品

其他（17类）

45.83%

10.16%

9.11%

5.21%

4.95%

3.39%

图2.3 2017年第二季度欧盟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玩具

家用电器

服装

家具

婴童用品

饰品

其他（22类）

13.67%

12.11%

11.72%

8.20%

7.03%

5.08%

图2.4 2017年第二季度国外(除去欧盟)通报的主要的不合

格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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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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

二季度，美国成功跻身不合格原产地的第二名：原产地为美国的不合格产品占欧盟全部通报

的 3.65%。 

表 3.1 欧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主要原产国 

产品原产国 

不同时间段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国占比 

2017 年 

第二季度 

2017 年 

第一季度 

2016 年 

第四季度 

2016 年 

第三季度 

中国（包括台湾） 73.70% 72.40% 67.85% 70.86% 

德国 0.52% 3.06% 2.09% 2.98% 

土耳其 2.34% 1.95% 5.0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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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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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二季度，欧盟通报不合格消费品 384 批次，源自中国（包括台湾）制造的高

达 73.70%，详见图 3.1所示。欧盟地区通报的不合格产品，“中国制造”持续排名第一，近

一年欧盟通报的不合格占比详见图 3.2。RAPEX对“中国制造”的高度关注和严密监控对“中

国制造”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也给广大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7 

 

 

 

 

3.1.2 源自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2017年第二季度，欧盟通报的源自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类别，详见图 3.3，玩具产品

仍然位居首位，占其通报（中国制造）的 59.93%；环比 2017年第一季度欧盟通报源自中国

的问题玩具产品，增长 12.62%。玩具产品一直是欧盟的监督管控重点，相关不合格产品的

危害及其违反的法规，详见一季度报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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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树立因质量问

题引发信任危机的忧患意识，以行业协会为桥梁形成抱团，避免因内部压价而降低产品质量

水平的恶性竞争。 

中国

未知

美国

波兰

土耳其

印度

英国

其他（16个国家）

73.70%

5.47%

3.65%

2.34%

2.34%

1.82%

1.82%

8.85%

图3.1 2017年二季度欧盟通报不合格产品的主要原产国

70.86%

67.85%

72.40%

73.70%

2016-Q3 2016-Q4 2017-Q1 2017-Q2

图3.2 2016下半年至2017上半年欧盟通报的

不合格“中国制造”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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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不合格灯具产品的危害分析 

环比 2017 年第一季度欧盟通报源自中国的问题灯具产品占比（11.92%），2017 年第二

季度欧盟通报的中国制造的不合格灯具占比仍在同一水平（11.35%）。问题灯具产品可能发

生的危害包括：触电、火灾、烧伤、噎塞和其他人身伤害，见图 3.4，通报的产品主要是违

反了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的要求。欧盟国家贸易保护色彩越来越浓厚，中国企业应密切

关注欧盟相关标准的变更、升级等信息，并有效应对，降低被通报的风险，提升中国产品的

国际声誉。 

 

 

 

玩具

照明光源及灯具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电动工具

饰品

其他（13类）

59.93%

11.35%

6.03%

3.19%

3.19%

2.48%

13.83%

图3.3 2017年第二季度欧盟通报的中国制造的主要不合格

产品类别

触电 火灾 烧伤 噎塞 人身伤害

93.75%

15.63%

3.13% 3.13% 3.13%

图3.4 2017年第二季度欧盟通报的问题灯具类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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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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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服装、

玩具、纺织品、箱包和家用电器，见图 3.5。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网抽的不合格鞋类产

品环比增长 24.39%，跻身为中国网抽不合格产品的第一名，不合格批次与不合格服装类产

品持同一水平，不合格鞋类通报占比中国不合格总通报的 40.48%。 

 

 

3.2.1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比重最高的仍旧是服装类产品，占 34.14%，

环比 2017 年第一季度的通报，持同一水平。主要是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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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

类、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纺织品和照明灯源及灯具等，详见图 3.6。 

鞋类

服装

玩具

纺织品

箱包

家具

其他（22类）

40.48%

40.20%

11.65%

2.41%

2.13%

1.14%

1.99%

图3.5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网络抽检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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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中国通报的鞋类产品的不合格项目分析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鞋类产品，环比第一季度的通报增长 3.29%，所涉及

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鞋类产品标识、物理机械性能、感官质量等等，详见图 3.7。其中，

所涉及的物理机械性能中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成鞋耐折性能、帮底剥离强度和勾心等。耐

折性能和剥离强度是鞋类产品的重要质量项目，是涉及鞋类产品的关键功能的指标；且勾心

是鞋类产品的极重要质量项目，因其直接涉及人体健康和使用安全。 

 

3.2.3中国通报不合格产品的区域分布 

2017 年第二季度 CTI 搜集内、外部共 20 个省/市发布的流通领域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数

据。其中，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最多的是江苏省，高达 2701批次，是通报批次排名第二（四

川省，通报 410 批次）多的 6.6 倍，详见图 3.8；主要是由于江苏省在 2017 年 6 月下旬集

服装

鞋类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纺织品

照明光源及灯具

其他（33类）

34.14%

10.67%

9.41%

8.32%

5.74%

4.43%

图3.6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

68.60%

40.19%

12.52%
4.11% 3.93% 1.31% 0.56% 0.19% 0.19%

图3.7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鞋类产品的

主要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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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报了“2016年下半年江苏省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结果”。 

 

 

 

2017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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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达 1272 批次，见图 3.9，原产地是浙江省的不合格产品也高达 751 批次，位居第二名，

与以往持同一水平。 

 

江苏, 2701

四川, 410

100 

200 

400 

2700 

图3.8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发布不合格产品的通报区域

广东, 1272

浙江, 751

100 

300 

500 

1200 

图3.9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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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季度消费热点产品风险分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舒适的鞋是最重要的装备。自 2016年 5月 1 日正式将网购商

品纳入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范围，监管部门更是加大力度抽检。2017 年第二季度，网抽

的不合格鞋类产品环比增长 24.39%，跻身为中国网抽不合格产品的第一名，不合格批次与

不合格服装类产品持同一水平，不合格鞋类通报占比中国不合格总通报的 40.48%。 

以下将统计分析问题鞋类产品的特征，数据源:2017年第二季度 CTI汇总的中国网抽结

果为不合格的鞋类产品数据。 

4.1 问题鞋类产品的特征分析 

（1）不合格鞋类产品细分类别特征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网抽结果为不合格的鞋类产品，主要包括：休闲鞋、童鞋、

胶鞋含运动类以及皮鞋、皮凉鞋，详见图 4.1所示。由图可见，不合格休闲鞋占不合格鞋类

总通报的 44.56%，不合格婴童鞋的比例也高达 22.10%。由此可见，线上销售的鞋类商品中，

休闲鞋和童鞋暂时是重灾区，建议监管机构后续加大力度抽检。不合格胶鞋和皮鞋类产品不

合格占比在同一水平，这两类的商品质量水平相当，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原产地特征 

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网抽不合格鞋类产品的主要原产地：浙江省和福建省，详

44.56%

21.40%

15.44% 13.68%

4.21%
0.70%

图4.1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网抽结果为不合格的鞋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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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4.2，其中，原产地为浙江省的不合格鞋类占 36.49%，原产地为福建省的不合格鞋类占

17.19%。浙江和福建两省是中国生产制造鞋类产品的大省，是中国的制鞋基地，拥有较为完

善的产业集群，是当地的重要支柱产业。建议该区域的生产领域监管部门加大力度监管该类

产品的生产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以适应社会需求。 

 

 

 

（3）价格区间分布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网抽不合格鞋类产品，其中问题产品的价格集中在 70元以

下（包括 70元），该价格区间的不合格鞋类产品占总通报的 72.28%，见图 4.3。因此，建议

流通领域的监管部门重点监管价格在 70元以下的鞋类产品。 

 

 

浙江省

36.49%

福建省

17.19%

未知

31.58%

其他（13个省份）

14.74%

图4.2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网抽不合格鞋类产品的

主要原产地

≤70元 ＞70元＆≤150元 ＞150元 未知

72.28%

18.95%

2.46%
6.32%

图4.3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网抽不合格鞋类产品的

价格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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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牌特征 

经统计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网抽不合格鞋类产品数据，发现此类产品品牌众多，

市场高度分散。尴尬的是，如此众多品牌，但寿命一般不过三、五年。建议生产企业，务必

以质量求生存，提高产品档次，找到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成为有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企业，

输出有质量保证的产品。  

（5）不合格项目分析 

统计 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网抽不合格鞋类产品数据，以更为弱势的儿童消费者

穿着的童鞋产品为例，主要涉及的不合格项目包括：鞋类产品标识、底墙与帮面剥离强度、

甲醛含量、外底硬度、外底耐磨性能、帮底剥离强度、感官质量等等。不合格占比最高的是

产品标识（高达 71.43%），标识标志是传达产品性能及正确、安全使用的窗口，是传递产品

信息的桥梁。产品标识不合格会直接导致选购失败，导致消费者经济损失。生产者、经销者

对标识标志要求认识模糊不清、理解不透，有意或无意漏标、错标，而最终导致产品不合格，

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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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CTI承检的鞋类产品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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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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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3%

12.70%
7.94% 7.94% 6.35% 6.35%

图4.4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网抽问题童鞋产品的

不合格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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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87.6%。 

因产品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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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细分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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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细分类别与抽检结果存在相关性。2017年第二季

度，CTI承检的不合格鞋类产品主要集中在休闲鞋，合格产品主要集中在皮鞋、皮凉鞋。 

（2）原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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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学意义上说，原产地与抽检结果存在相关性。2017年第二季度，CTI

承检的不合格鞋类产品的原产地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和福建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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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

CTI承检的不合格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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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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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CTI

承检的鞋类产品随着价格的升高，产品的质量也越好，价格在70元以下的产品，合格率很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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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CTI承检

的鞋类产品，网抽的销售价格集中在150元以下，专卖店的销售价格集中在150元以上。 

（6）抽检场所与原产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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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场所与原产地存在相关性。2017年第二季度，CTI承检的鞋类产

品，产自福建省和浙江省的鞋类产品主要在电商网络平台上销售。 

（7）原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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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与价格区间存在相关性。2017年第二季度，CTI承检的鞋类产

品，产自福建省的鞋类产品价格集中在150元以下，产自浙江省的鞋类产品价格集中在70元

以下。 

综上关于鞋类产品的统计分析结果，建议消费者购要慎重购买网络平台上的 70 元以下

的且产自浙江省或福建省的休闲鞋；鞋类产品已成为网络抽检重点，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

网抽的鞋类产品与服装产品的比重已基本持平；同时，建议生产领域的监管部门可以将浙江

省和福建省的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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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

产品的整体质量情况，所得的结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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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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二季度 CTI承检

结果为不合格的男童单鞋对儿童（弱势消费者）可能造成的风险，详情如下表 4.1。 

表 4.1 不合格通报详情 

项目 详情 

产品 

产品名：男童单鞋 

产品类别：鞋类 

产品描述： 

1、男童单鞋；  2、颜色：棕色；  3、材质：头层牛皮； 

4、生产日期：2017/03；   5、执行标准：QB/T 2880-2007 

承检机构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17 年 5 月 

检测依据 

CTI 内部检测方法； 

QB/T 2880-2007《儿童皮鞋》； 

GB 30585-2014《儿童鞋安全技术规范》； 

检测结果 
依据 QB/T 2880-2007《儿童皮鞋》要求，该产品的“耐磨性能、剥离强度以及鞋类

产品标识”均不符合要求。 

 

 

以下分别从三个维度分析“耐磨性能、剥离强度以及鞋类产品标识”都不合格的男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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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的风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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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耐磨性能、剥离强度以及鞋类产品标识”

都不合格，可能会引起监管当局警告，可能被消费者投诉，并引起媒体关注；该类质量问题

发生的概率为“中等”（1/10000-1/1000），故判定该款童鞋的这类风险属于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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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产品信息基本完整，判为“1 级”，发生产品信息及商业诚信问题的概率为“不太可

能”，故判定该款童鞋的这类风险属于低风险。  

（3）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的风险等级判定：案例中的男童单鞋因“耐磨性能、剥离强

度以及鞋类产品标识”不合格，对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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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童鞋的这类风险属于低风险。 

依据上述三类风险评估的结果，按照最严重的风险结果，案例中的童鞋对于儿童（弱势

消费者）来说，其风险属于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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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举例的男童单鞋所做的风险评估结果：中风险，CTI建议监管机

构依据《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处罚销售者，同时督促全市销售者做好相同生产者相同型

号不合格商品的退市工作，对于拒不履行退市的销售者依法予以查处。 

4.3.3企业生产指导建议 

2017 年第二季度网抽的不合格鞋类产品环比增长 24.39%，跻身为中国网抽不合格产品

的第一名。其中，童鞋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鞋类产品标识、底墙与帮面剥离强度、甲醛

含量、外底硬度、外底耐磨性能、感官质量等等。童鞋的消费特性异于成人鞋，在对产品质

量的要求上也高于成人鞋。 

（1）生产企业需要熟悉、了解和掌握标准的具体要求，例如，已于 2016年 1月 1日正

式实施的国家强制标准 GB 30585-2014《儿童鞋安全技术规范》。生产者、经销者应对标识

要求充分理解，有效防止漏标、错标等低级错误的发生。 

（2）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采用符合标准的制鞋材料，包括胶粘剂的选择，且严格控制

生产工艺，不能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而更改原材料的配方，导致产品质量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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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消费选购建议 

儿童是人一生中成长发育最快的阶段，3～12岁的儿童，每 4～6个月，脚就增长 1公

分左右。由于儿童身体器官、骨骼、关节、韧带正处于发育高峰期，因此一双好质量的鞋对

儿童的身心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参考中消协发布的儿童鞋比较试验报告
[13]

，作为家长在选

购童鞋产品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尽可能到大、中商场或专卖店购买名优企业的童鞋产品。 

（2）质地面料要牢固、柔软。以棉布和真皮为好。鞋底以带花纹的橡胶底为好。 

（3）尺码要合适。以能在鞋后跟插入一个手指为好。 

（4）款式要选宽头、穿脱方便的。选用松紧口或粘扣带式的童鞋。 

（5）宜买平底的，忌买高跟的。 

此外，在选购童鞋时不能光看鞋的“颜值”和孩子的喜好，应从安全性能多加考虑，以

稳定性和保护性为主，避免选择小饰品过多的鞋品，以防儿童误食饰品；注意观察鞋内外是

否光滑，有无锐利边缘、有无断针等情况，以预防和减少童鞋产品中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对儿

童的伤害；购买时先闻一下鞋子的味道，如果刺激性气味很严重时应小心购买，尽量选购一

些无气味或气味较少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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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com。 

  

mailto:mka@cti-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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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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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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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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1/1000 该质量问题发生概率中等 

高 1/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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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单鞋 

产品类别：鞋类 

描述：1、品名：男童单鞋；  2、颜色：棕色；  3、材质：头层牛皮； 

4、生产日期：2017/03；  5、尺码：30/200； 6、执行标准：QB/T 288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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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 — 因耐磨性能不合格，鞋子外底在正常穿着中会磨损严重，可

能影响用户的走路姿势，脚易被磨破。 

             2：低风险 —因剥离强度不合格，鞋子在正常穿着中极易出现开口或裂胶

等问题，可能影响用户的走路姿势，脚易被磨破。 

              

 

  

 

整体风险：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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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伤害情景1：年龄稍大的儿童–产品构成 

 

产品危害 

危险类别：材质 

危险类型：产品构成 

 

消费者 

消费者类型*
1
：年龄稍大的儿童- ：8至14岁的儿童 (弱势消费者) 

 

危险怎样给消费者带来伤害 

伤害情景：因耐磨性能不合格，鞋子外底在正常穿着中会磨损严重，可能影响用户的走

路姿势，脚易被磨破。 

 

伤害的严重性 

伤害：擦伤 

级别：1  表面≤25 cm
2
 

 

伤害步骤的概率 

伤害步骤                                               几率 

步骤1：正常使用                                                0.95 

步骤2：鞋子耐磨性能不合格                                     0.0635*
2
 

步骤3：鞋子不耐磨，消费者脚被磨破                              0.01         

                                        

 

 

计算概率：                                              0.000600000     

总体概率：                                              > 1/10,000      

此情景下的风险：                                        低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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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伤害情景2：年龄稍大的儿童–产品构成 

 

产品危害 

危险类别：材质 

危险类型：产品构成 

 

消费者 

消费者类型*
1
：年龄稍大的儿童- ：8至14岁的儿童 (弱势消费者) 

 

危险怎样给消费者带来伤害 

伤害情景：因剥离强度不合格，鞋子在正常穿着中极易出现开口或裂胶等问题，可能影

响用户的走路姿势，脚易被磨破。 

 

伤害的严重性 

伤害：擦伤 

级别：1  表面≤25 cm
2
 

 

伤害步骤的概率 

伤害步骤                                               几率 

步骤1：正常使用                                                0.95 

步骤2：鞋子剥离强度不合格                                     0.127*
2
 

步骤3：鞋子出现开口或裂胶，消费者脚被磨破                      0.01         

          

 

计算概率：                                              0.001200000     

总体概率：                                              > 1/1,000       

此情景下的风险：                                        低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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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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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5是CTI统计的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网抽不合格童鞋产品发生耐磨性能

不合格的概率；0.127是是CTI统计的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通报的网抽不合格童鞋产品发

生剥离强度不合格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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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