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州认证 

认证管理与认证审核 

风险隐患与防范措施 

（2+10 条） 

 

一、认证管理 

 

序号     风险隐患     防范措施 

 

 

 

 

  1 

 

 

 

 

——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批准决定，如超出CNAS批准

的业务范围发证。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认证机构应当对认证委托人委托认证的领域、产品和内容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法人资格等资质情况进行核实。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国家认监委和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在行政管理中发现下列问题，

经调查核实后，应当给予认证机构告诫并责令其改正。 

    （一）与境外认证机构签订分包合约未向国家认监委备案的； 

（二）自行制定的认证规则未向国家认监委备案的； 

（三）认证证书未备案或出具的证书式样与备案证书式样不符的。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国家认监委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

可以撤销对认证机构作出的批准决定。 

    （一）《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批准决定的。 

    （三）认证机构依法终止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 

 

 

 

 

  2 

 

 

——给证照不全或失效的组织发证，如营业执照、

生产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不

全或失效等。 

 

 

 

 

 

 

  3 

 

 

 

 

——错判或漏判认证范围的专业代码，导致派出的

审核人员不具备专业能力。如把“塑胶模具设计和

生产”错判为“塑料制品生产”范围，结果导致委

派了不具备“模具设计和生产”专业能力的审核人

员前往审核；把“塑料原料生产”错判为“塑料制

品制造”范围，结果委派了不具备“塑料原料生产”

专业能力的审核人员前往审核。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认证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的认证人员管理制度，定期对认证人员的能

力进行培训和评价，保证认证人员的能力持续符合要求，并确保认证审

核过程中具备合理数量的专职认证人员和技术专家。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委派具有相应能力的认证人员和技术专家实施认证。 

    ——推荐采用建议： 

    专业范围难以界定时，认证评审人员宜向受审组织或有经验的人员

请教。 

 

 

  4 

 

 

——认证管理程序混乱，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要求

实施管理。如没有充分理由就不安排一阶段审核，

或一阶段提出的不符合项未得到有效整改，仓促安

排二阶段审核。或不按规定的时间间隔安排监督审

核和再认证等。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对认证全过

程实施有效控制，确保认证和产品测试过程完整、客观、真实，并具有

可追溯性，不得增加、减少或遗漏认证程序和活动，并配备具有相应能

力和专业的认证人员对上述过程进行评价。 



 

 

  5 

 

 

——未配备足够的具有相应能力和专业的认证人

员。 

如专业审核员或技术专家不具备专业能力。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确保认证审核过程中具备合理数量的专职认证人员和技术专家。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配备具有相应能力和专业的认证人员对上述过程进行评价。 

 

6 

——认证审核的人日数安排不足。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应当按照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对认证全过程实施有

效控制。 

 

 

7 

 

 

——对获证组织缺乏有效监控，如获证组织违规使

用认证证书或标志、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或投诉等。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对误用或未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应当采取有效的纠

正措施。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对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认证机构应当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

及时向社会公布，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无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继续使

用。 

 

8 

 

一一提供咨询认证一条龙服务。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认证机构应当公正、独立和客观开展认证活动，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不得与认证咨询机构和认证委托人在资产、管理或人员上存在利益

关系。 

 

 

 

9 

 

 

——意见分歧未达成共识就仓促发证。如对同一组

织审核，A审核员认为不能通过，B审核员认为可以

通过，未达成共识就发证。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保证认证结论客观、真实。 

    认证机构及其认证人员应当对认证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推荐采用建议： 

    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协调，求大同存小异，力求达成共识，无法达成

共识时由主管领导拍板决定。 

 

 

 

10 

 

 

——受理转机构的认证业务不慎重，如被撤消证书

的或烟花炮竹等高危行业。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应当对认证委托人委托认证的领域、产品和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法人资格等资质情况进行核实。 

  ——提醒注意： 

  慎之又慎，特别要关注其被撤消证书的真实原因。 

 

二、认证审核 

 

序号     风险隐患     防范措施 

 

1 

 

——审核人员不到审核现场、迟到或早退，或者冒

名顶替。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应当按照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对认证全过程实施有

效控制，并配备具有相应能力和专业的认证人员对上述过程进行评价。 

2 ——非专业人员审核专业条款。 

 

3 

——强制性要求的审核证据收集不全，或者是收集

了检测结论不合格／超标的证据。如产品定期监督

检验报告、环境监测报告有不合格或超标项目等。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确保认证和产品测试过程完整、客观、真实，并具有可追溯性。不

得增加、减少或遗漏认证程序和活动。 



 

 

 

 

4 

 

——漏审部门、条款或专业条款的主要内容。如体

系范围覆盖有3个产品，实际上只审核了2个产品，

或漏审了商住楼物业管理的电梯维护、二次供水的

水池清洗等。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应当按照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对认证全过程实施有

效控制。不得增加、减少或者遗漏认证程序和活动。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应当对认证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保留认证资料。记录应当真实、

准确，以证实认证活动得到有效实施。 

 

 

5 

 

——未到生产现场／施工现场审核，或者是弄虚作

假伪造记录。如销售服务的销售现场、客运服务的

随车考察等。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对认证全过程实施有效控制，确保认证和产品测试过程完整、客观、

真实，并且有可追溯性。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记录应当真实、准确，以证实认证活动得到有效实施。 

 

6 

 

——审核取证缺乏抽样，审核记录为清一色的空洞

描述：如“检验项目符合规范要求。合格”、“检

测项目为外观、规格、性能，合格”等。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应当对认证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保留认证资料。记录应当真实、

准确，以证实认证活动得到有效实施。 

 

7 

——审核记录“张冠李戴”，内容前后矛盾。 

如纺织品生产的“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是燃气灶

具的点火性能和燃烧性能。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应当对认证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保留认证资料。记录应当真实、

准确，以证实认证活动得到有效实施。 

 

8 

——不符合报告描述含糊，词不达意，缺乏审核记

录支持。 

如“未识别使用不节能和不环保材料的环境因素”。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定期对认证人员的能力进行培训和评价，保证认证人员的能力持续

符合要求。 

 

9 

 

——不符合项整改表面化，就事论事，没抓住问题

的实质，如空压机漏油的整改措施：把漏油擦干净。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定期对认证人员的能力进行培训和评价，保证认证人员的能力持续

符合要求。 

 

10 

 

——审核报告内容空洞，缺乏针对性，对不符合报

告涉及的内容未能作出客观评价，有时候还会相互

矛盾。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保证认证结论客观、真实。 

    认证机构及其认证人员应当对认证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