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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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

季度（2017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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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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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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CTI 共承担了来自全国 9 个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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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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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各国家/地区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的占比详见图 2.1。2017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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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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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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全球通报的不

合格产品共涉及 7 类一级产品，48类二级产品，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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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相关产品、鞋类、玩具、化肥、纺织品，详

见下图 2.2。 

 

 

阿联酋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欧盟

6.18%

日本

新西兰

中国

89.30%
国外 10.70%

图2.1 2017年第一季度各地区发布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的占比

服装

车辆相关产品

鞋类

玩具

化肥

纺织品

其他（42类产品）

30.46%

10.64%

6.75%

图2.2 2017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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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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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日本通报批次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服装类产品，欧盟、美国、

加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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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服装 33.05% 服装 22.63% 服装 23.61% 

欧盟 玩具 40.95% 玩具 34.03% 玩具 35.76% 

日本 服装 18.87% 服装 31.03% 服装 20.88% 

美国 玩具 16.92% 家用电器 16.67% 电子产品 28.17% 

加拿大 玩具 14.55% 服装 25.53% 电子产品 16.95% 

澳大利亚 玩具 29.31% 玩具 26.42% 玩具 22.41% 

新西兰 玩具 23.53% 电子产品 21.43% 玩具 25.00% 

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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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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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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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护用品、电子产品和婴童用品。而在 CTI 编制的《2016 年第四季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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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饰品以及婴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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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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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包括玩具、家具、电子产品、服装、家用

电器和照明电源及灯具，详见图 2.4。而在 CTI编制的《2016年第四季度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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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饰品和照明光源及灯具。由此可见，美国持续关注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照明光

源及灯具产品，且高度关注玩具类和家具类产品。 

 

 

2017年第一季度国外其他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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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光源及灯具

服装

劳护用品

电子产品

婴童用品

其它（16类）

40.95%

9.75%

8.64%

图2.3 2017年第一季度欧盟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玩具

家具

电子产品

服装

家用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其它（6类）

16.92%

16.92%

10.77%

图2.4 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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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时间段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国占比 

2017 年 

第一季度 

2016 年 

第四季度 

2016 年 

第三季度 

中国（包括台湾） 72.40% 67.85% 70.86% 

德国 3.06% 2.09% 2.98%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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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

家用电器

服装

电子产品

饰品

家具

其它（23类）

16.67%

13.64%

9.60%

图2.5 2017年第一季度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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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一季度，欧盟通报不合格消费品 359 批次，源自中国（包括台湾）制造的高

达 72.40%，详见图 3.1所示。 

 

 

 

3.1.2 源自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2017年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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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7.31%；与 2016年第四季度欧盟通报源自中国的

问题玩具产品持同一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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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土耳其

巴基斯坦

法国

西班牙

其他（22个国家）

72.40%

3.06%

1.95%

图3.1 2017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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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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噎塞和化学毒性的人身伤害，见图 3.3，

违反了玩具安全指令、EN 71标准，以及欧盟 REACH法规。 

 

 

 

玩具

照明光源及灯具

劳护用品

电子产品

电动工具

服装

其它（12类）

47.31%

11.92%

7.69%

图3.2 2017年第一季度欧盟通报的中国制造的

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

噎塞

51%

化学

20%

视力损坏

5%

听力损坏

4%
人身伤害

10%

绞勒

灼伤

窒息

微生物

陷阱

闷窒

环境
割伤

其他

29%

图3.3 2017年第一季度欧盟通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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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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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纺织品和家用电器，见图 3.4。 

 

3.2.1中国通报不合格比重最高的产品类别 

2017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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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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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相关产品、鞋类、化肥、纺织品和箱包等，详见图 3.5。 

 

服装

鞋类

箱包

玩具

纺织品

家用电器

其他（12类）

43.79%

16.09%

16.09%

图3.4 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网络抽检主要不合格产品类别

服装

车辆相关产品

鞋类

化肥

纺织品

箱包

其他（34类）

33.05%

11.87%

7.38%

图3.5 2017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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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2016年第三、四季度一样，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通报最多仍旧是服装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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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

的不合格原因分析，详见表 3.2。 

 

 

 

表 3.2 问题服装类产品的不合格原因分析 

主要不合格项目 不合格原因分析 改进建议 

使用说明 

造成服装使用说明不合格的主要原

因是生产商、经销商质量意识不强，

对使用说明的标准不熟悉和不理解，

造成填错或漏填了必要信息； 

也存在部分商家故意以次充好、虚假

标注来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产品制造者强化质量意识，加强标准学习

和理解，必要时派员工外出学习掌握国家

标准关于服装使用说明的具体要求； 

定期将制作的产品使用说明送检把关，也

不失为有效防止服装使用说明项目不合

格的途径。 

纤维含量/纤维成分 

造成纤维成分和含量不符合的原因

主要是产品制造者不熟悉规范的标

准名称及国家标准对纤维成分标识

的规定； 

其次，生产者产品未经测试随意标准

成分及含量； 

另外，不排除部分经营者存在故意欺

诈消费者的行为。 

产品制造者需熟悉国内与纤维成分含量

标注的相关标准，具备诚实诚信的经营理

念； 

其次每批产品标注前需内部测试或送外

部机构测试，确保纤维成分及含量标注内

容是依据检测结果而定的。 

色牢度 主要原因包括：首先是染料配方不合 根据服装产品特点及纤维特性优化染料

图3.6 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通报的不合格服装产品的

主要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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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合格项目 不合格原因分析 改进建议 

格，染料分子与纤维结合力/粘着力

不强； 

其次为上染工艺不完善，过多的染料

附着或聚集在纤维表面； 

另外，未进行彻底清洗纤维浮色，也

是导致色牢度达不到标准要求的原

因之一。 

配方，尽量选择与纤维亲和力好的染料。

在此基础上，严格执行染色工艺、染色操

作，较为彻底地清洗浮色； 

强化内部质量控制，每缸每批色样测试色

牢度； 

对于购买面料制作服装的制造者来说，面

料裁剪前送第三方质检机构按标准检测，

并确保检测色牢度符合强制性标准及产

品标准要求后才投入服装生产。 

pH 值 

造成 pH 值不合格的原因包括：一是

企业随意减少生产工序,对经过染

色、整理或特殊工艺处理后的产品没

有进行充分水洗或酸碱中和,致使pH

值偏高或偏低； 

二是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使用一些

价格低廉、质量不稳定的染料、涂料

进行染色和印花。使用这些染料生产

的产品在进行弱酸、弱碱中和后,产

品发暗,没有光泽,甚至色相发生变

化或留有难闻的气味。因此，为保持

产品的鲜艳光泽,有些企业明知道产

品 pH 值偏高，也不进行中和，造成

了产品质量不合格。 

建议企业首先重视染料和涂料等原材采

购，避免采购一些质量不稳定的材料；在

生产管理过程中，应配备经验丰富的印染

技术人员，设定相关工艺程序标准，特别

是后整理处理后应进行充分的水洗或酸

碱中和。 

另外，pH 值检测要求配备的设备的成本不

高，建议企业加强内部质量管控，特别是

出厂前检测，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要求。 

 

3.2.3中国通报不合格产品的区域分布 

2017 年第一季度 CTI 搜集内、外部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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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高达 792批次，四川省的通报也高达 529

批次，详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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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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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批次，原产地是浙江省的不合格产品也高达 608批次，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

原产地主要集中在广东省，见图 3.8。 

 

江西, 792

四川, 529

50 

100 

400 

900 

图3.7 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发布不合格产品的通报区域

广东, 972

浙江, 608

50 

100 

400 

900 

图3.8 2017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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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起草发布了联盟级标准—

—《儿童地垫技术规范》，该标准将于 2017 年 6月 1日生效，并适用于阿里巴巴旗下各类网

络商品交易平台。 

据 2016 年 7 月 17 日 CCTV-13 新闻频道播放的《每周质量报告》——“儿童地垫再调

查”
[12]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关于地垫类产品的产值至少在 20亿元/年左右，且市场份

额逐年攀升；然而，目前我国并没有地垫产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13]

。 

儿童地垫已是广大家庭和室内游乐场所必备的一款产品，是婴幼儿常用的辅助运动玩具，

有助保护儿童，防止其磕碰，而且其鲜艳的颜色及各种造型有益刺激婴幼儿的视力及大脑发

育，因此越来越受到年轻父母们的青睐。本部分选取了儿童地垫类产品进行风险分析，用来

分析该类产品的数据源是 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工商系统通报的儿童地垫类产品。 

4.1 问题儿童地垫类产品的特征分析 

（1）抽检场所特征 

2017 年第一季度中国工商系统通报的儿童地垫的抽检场所均为网抽。以浙江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7年 3月 14日发布的通报数据为例：儿童地垫抽检 50 批次，不合格 21批次，

抽检不合格率为 42%；不合格地垫所属的售卖平台如下图 4.1所示。由图可见，电商阿里巴

巴集团售卖的不合格地垫批次较多，可能是由于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多，市场占有率较高所致。 

 

 

阿里巴巴 1号店 京东商城 苏宁易购

图4.1 2017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通报的问题地垫

所属的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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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产地特征 

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14 日发布的通报数据为例：其中问题儿童地垫

产品的原产地集中在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福建省，如下图 4.2 所示。儿童地垫生产企

业主要集中在玩具加工业发达的 “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据不完全统计，该类产品的

生产企业数量有近千家，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区
[13]

。  

 

 

（3）品牌特征 

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14 日发布的通报数据为例：其中问题儿童地垫

产品的品牌涉及明德、明鑫（mingxin）、小猫快跑、网童奇贝、立健(LIJIAN)、华婴、澳乐、

皇家之星、娃娃博士 DR.B、乐乐鱼、星期八、嘉炜、NEEU、海丫丫和贝瓦。电商平台上此

类产品品牌众多，还有很多未标识出品牌或生产商的情况。 

（4）不合格项目分析 

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14 日发布的通报数据为例：其中问题儿童地垫

产品的不合格项目包括产品标识和使用说明、CCC标志、小零件、孔、间隙、机械装置的可

触及性，以及用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薄膜，见图 4.3。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地垫产

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因此抽检执行的是儿童玩具标准，故此次通报不包括“甲酰胺”项

目。 

未知 江苏省 浙江省 广东省 福建省

图4.2 2017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通报的问

题地垫的原产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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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酰胺，2010年，比利时禁售含有甲酰胺的地垫；与此同期，法国也出台了这样一

个临时法令禁止含有甲酰胺的塑料拼接地垫进行销售，到 2012年 8 月份，法国又出台了相

应的法令，将甲酰胺要求放宽至不得超过 200 mg/kg
[13]

。由此，国内地垫行业开始关注甲酰

胺问题。江苏省质监局从 2015 年起，连续两年对儿童地垫产品进行风险监测，检测结果显

示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拼接式地垫，甲酰胺越来越普遍，且含量都呈上升趋势，见下图 4.4：

去年九成样品含有甲酰胺，今年百分之百的样品含有甲酰胺；去年约一半样品超出 200 mg/kg

的限值，而今年超过限值的样品达七成以上。 

 

 

 

36%

26%

24%

12%

2%

图4.3 2016年第四季度CTI承检抽检的问题儿童地垫类产品的

不合格项目

产品标识和使用说明

CCC标志

小零件

孔、间隙、机械装置的可触及性

用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薄膜

90.6%

100.0%

52.8%

70.6%

2015年 2016年

图4.4 江苏省质监局关于儿童拼接式地垫类产品中甲酰胺的

监测现况

含有甲酰胺占比

甲酰胺超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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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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次选取的热点产品“儿童地垫”，其抽检方式单一，全部为线上网络抽检方式；产

品信息不够齐全，没有明示是拼接式或整体式，没有明示是PE材质或EVA材质，诸多信息缺

失，无法溯源，故无法进行相关性分析或进行抽检结果的预测。 

期待《儿童地垫技术规范》正式施行后，政府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参考此技术规范，

重新制定儿童地垫类产品的抽检计划，选定必检项目，以期最终规范该类产品的生产企业，

提高产品质量，给小宝宝们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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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7月通报的江苏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抽检的儿童安全地垫产品
[12]

对婴幼儿（极为弱势消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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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爬行垫 

产品类别：玩具 

描述：1、款式：拼接式； 

2、规格尺寸：30 × 30 ×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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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详情 

3、成分：EVA。 

承检机构 泰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徐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监测结果 

通报日期 
2016 年 7 月 

检测依据 

台湾 CNS 15493-2012《拼接塑料地垫之安全要求》， 

法国 EINC1417419A 法令， 

QB/T 2929-2008《溶剂型油墨溶剂残留量限量及其测定方法》， 

GB 6675-2003《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GB/T 8332-2008《泡沫塑料燃烧性能实验方法 水平燃烧法》 

风险监测 

结果综述 

本次风险监测，样品材质涵盖目前消费者首选的 EVA、PE 两类，PE 材质 67 批次，

EVA 材质 53 批次，监测项目选取老百姓关注、关心及产品中可能存在风险隐患的可

迁移元素、氯乙烯单体、甲酰胺、溶剂残留、回弹性、小零件及燃烧性能 7 项。 

本次风险监测 120 批次样品可迁移元素、氯乙烯单体、回弹性项目均未超出相关标

准规定限量值。 

本次风险监测 46 批次甲酰胺超出台湾地区 2 mg/kg 的限值要求；28 批次甲酰胺含

量超出法国 200 mg/kg 的限值要求；20 批次样品溶剂残留超出限值要求；1 批次小

零件项目不符合要求；120 批次样品全都存在燃烧安全隐患。 

 

以下我们将分别从三个维度分析“甲酰胺、溶剂残留、小零件、易燃性能”都不合格的

儿童地垫产品的风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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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酰胺、溶剂残留、小零件、易燃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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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判定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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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判定该儿童爬行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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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的儿童爬行垫因“甲酰胺、溶剂残

留、小零件、易燃性能”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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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风险。 

依据上述三类风险评估的结果，按照最严重的风险结果，案例中的儿童爬行垫对于婴幼

儿（极为弱势消费者）来说，其风险属于严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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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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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的儿童爬行垫所做的风险评估结果：严重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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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地垫也是应保护儿童，防止儿童被磕碰。为

有效地避免不合格地垫产品的潜在三大类伤害“物理性伤害、化学性伤害、突发性伤害”，

相关生产单位要做到以下： 

（1）生产厂家不要只是一味的追求降低成本，使用劣质发泡剂，或生产工艺不严格，

使产品发泡不均匀，导致产品回弹性差，易造成婴幼儿身体的直接伤害。 

（2）生产厂家不要一味的追求产品的趣味性，在产品设计中引入了可供拆卸的小零件、

小部件，婴幼儿在把玩这些小零件时，如不慎放入口中，可能造成摄入或吸入窒息危害。 

（3）生产厂家应选用无毒无害的添加剂，特别是发泡工序中使用的发泡剂。地垫中存

在的有毒有害物质，会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的方式进入儿童体内，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伤

害。 

（4）生产厂家应重视产品的标识和使用说明，包括安全警示标识信息。 

（5）生产企业务必要认真研究国家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以及最新的行业标准，主

动对产品相关安全指标进行内控，符合国家或行业质量要求。 

4.3.4消费选购建议 

依据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015 年儿童安全地垫产品风险监测质量分析报告》
[13]

，

消费者选购儿童地垫类产品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理性选择。 

（1）查标识：选购产品时注意是否附有中文标注的使用说明（即产品标识），内容包括

生产厂家的厂名厂址、产品名称、产品号型或规格、执行的产品标准、安全类别等。产品标

识是厂家给出的重要信息，用以指导消费者正确选购和使用，消费者不要选购无使用说明或

使用说明信息不全的产品，以保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2）闻气味：购买时可拆开包装闻一闻是否有刺激性气味，若有较重的刺激性气味，

应尽量避免购买。 

（3）看颜色：颜色过于鲜艳的儿童地垫使用的颜料（染料）、油墨往往较多，相对来说

可迁移元素的含量可能性更高；颜色模糊、界限不清的儿童地垫，通常使用的是劣质颜料（染

料）、油墨，应尽量避免购买此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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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使用。 

（1）清洗：使用前用水进行适当的擦拭以去除部分挥发性化学污染物。 

（2）晾晒：对新开封的地垫，可适当进行一段时间的晾晒，这样可加速残留溶剂的挥

发，有效降低挥发性溶剂的残留量。 

（3）远离火源：PE,EVA材质儿童地垫均极易燃烧，婴幼儿自我防范意识弱，不完全具

备自我保护能力，建议儿童使用地垫的场所应远离火源。 

（4）保持通风：儿童使用地垫的场所应保持恰当的通风状态，尽量避免长时间密闭使

用，多开窗、多透气，以利于有害物质尽快挥发。 

（5）勤清洗和消毒：儿童地垫应注意勤清洗、勤消毒，保持安全卫生，避免细菌滋生。 

（6）加强看护：应指导儿童戏耍时尽量不要用嘴接触产品表面，更不能将一些小部件

放入口中以免窒息伤害，玩耍后勿忘洗手，以免有害物质、细菌等进入儿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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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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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爬行垫 

产品类别：玩具 

描述：1、款式：拼接式； 

2、规格尺寸：30 × 30 × 1.0 cm； 

3、成分：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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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婴幼儿从产品中摄入物质“甲酰胺、残留溶剂”，包

括：将产品小部件置于口腔内，以及（或）皮肤上，以及（或）通过呼

吸道和皮肤吸入体内。 

              2：严重的风险 — 婴幼儿将产品中的小部件放入口中，造成摄入或吸入

窒息危害。 

              3：低风险 — 爬行垫在幼儿玩耍时不慎发生燃烧，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整体风险：                                            严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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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伤害情景1：非常年幼的儿童–生殖毒性 

 

产品危害 

危险类别：毒性 

危险类型：致癌、致基因突变、致生殖毒性（CM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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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从产品中摄入物质“甲酰胺、残留溶剂”，包括：将产品小部件置于

口腔内，以及（或）皮肤上，以及（或）通过呼吸道和皮肤吸入体内。 

 

伤害的严重性 

伤害：生殖毒性 

级别：3  甲酰胺属于1B类生殖毒性物质，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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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酰胺、残留溶剂超标                                   0.706*
2
 

步骤3：婴幼儿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黏膜吸收进入体内           1         

步骤4：生殖毒性                                                0.50 

 

 

计算概率：                                              0.340000000     

总体概率：                                              >1/10           

此情景下的风险：                                        严重的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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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伤害情景2：非常年幼的儿童–窒息 

 

产品危害 

危险类别：入食 

危险类型：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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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将产品中的小部件放入口中，造成摄入或吸入窒息危害。 

 

伤害的严重性 

伤害：入食 

级别：3  由于摄入物体卡在食道内引起的呼吸道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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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含有小部件                                        0.50 

步骤3：婴幼儿在把玩这些小零件时，不慎放入口中                  0.50         

步骤4：窒息                                                    0.50 

 

 

计算概率：                                              0.120000000     

总体概率：                                              >1/10           

此情景下的风险：                                        严重的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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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伤害情景3：幼儿–烧伤 

 

产品危害 

危险类别：火灾 

危险类型：烧伤 

 

消费者 

消费者类型*
1
：幼儿 - ：大于36 个月而小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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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垫在幼儿玩耍时不慎发生燃烧，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伤害的严重性 

伤害：烧伤 

级别：1 体表1º 至 100 %；体表2º, <6 % 

 

伤害步骤的概率 

伤害步骤                                               几率 

步骤1：非正常使用，地垫在靠近明火处使用                        0.0001 

步骤2：爬行垫遇到明火，引起燃烧                                0.0001 

步骤3：致使幼儿烧伤                                            0.001         

                                                  

 

计算概率：                                              < 1/10
9
         

总体概率：                                              < 1/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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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酰胺、残留溶剂超标的几率0.706，源自图4.4关于2016年7月份通报的江苏省质

监局关于对儿童地垫产品进行风险监测结果，其中不合格项目甲酰胺超标发生概率为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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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