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国内、外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品 

检测数据汇总及分析报告 
 

 

 

 

 

 

 

 

作者单位：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    者：华测检测消费品检测数据及风险分析组  



 

 

报告说明 

 

2016 年国内、外流通领域不合格消费品检测数据汇总及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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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领域不合格产品数据，包括欧盟、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官网发布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数据，

中国公众网络所发布的流通领域质量监测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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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 概述了报告的目的，数据来源及搜集方式； 

2、 数据总揽：介绍了国内、外发布的不合格产品通报区域及原产地分布，通报的不合格产

品类别；中国 2016 年第二、三、四各季度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欧盟、美国 2016

年通报的主要的不合格产品类别；以及国内、外各区域在 2016 年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

不合格产品； 

3、 不合格产品分析：针对国内通报数量排名前三的问题产品的不合格项目进行统计分析，

并从三个维度（包括对消费者的人身可能造成的危害、质量及产品功能性、商业诚信及

产品信息）举例分析了主要不合格项目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针对国外通报数

量排名前三的问题产品可能对消费者产生的伤害，进行了统计分析。   

 

 

注： 

1、因 CTI是从 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搜集全球不合格产品大数据，期间数据采集格式有

变动，且数据源也有增加，故报告中提到的“2016 年不合格产品大数据”仅包括 2016

年第二、三、四季度的数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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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商抽检所委托的第三方测试机构之一，与

全国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展合作，对全国 21个省的 115个地级市的流通领域的消费品进

行抽查检验，涉及日用及纺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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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及材料几大领域。 

通过持续性的搜集国际不合格消费品通报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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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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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情况。统计不同的风险类

别以及问题消费品的不合格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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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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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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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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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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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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数据总揽 

按照通报区域，将搜集的不合格产品数据分为国内、国外两大部分。本部分统计了 CTI

搜集的 2016 年国内、外不合格产品的数据总量，以及各季度国内、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数

量。因 CTI 是从 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搜集全球不合格产品大数据，期间数据采集格式有变

动，且数据源也有增加，故下文中关于 “2016年不合格产品大数据”仅包括 2016年第二、

三、四季度的数据。 

2.1数据概况 

CTI自 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搜集全球不合格产品大数据，主要包括中国、欧盟、日本、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国家/地区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数据，2016年

共计通报 11473 批次不合格产品，其中：国内 9455 批次，占比 82.41%；国外 2018 批次，

占 17.59%，具体情况详见图 2.1。国内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数量将近是国外的 4.7倍，但国内

通报不合格产品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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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内、外各季度通报的不合格产品占比，详见图 2.2。可以看出，第四季度国内

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总数据将近是国外的 9倍，这是由于第四季度国内通报的数据激增，外

部通报的数据集中在年底第四季度发布出来了,例如：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等等。  

 

 

 

2.2中国发布的不合格产品通报区域及原产地分布 

2016 年 CTI 搜集的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数据，包括内部和外部数据，内部数据主要

源自 CTI-LIMS 系统海量数据存储中关于流通领域消费品的不合格数据；外部数据主要包括

中国政府工商系统发布的质量监测数据和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企业自主

召回流通领域的问题产品数据。2016年 CTI共搜集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 9455批次。 

2016年 CTI搜集内、外部共 28个省份发布的流通领域的不合格产品通报。其中，江苏

省发布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最多，达到 1349 批次，广东省、湖南省、贵州省、湖北省这四个

省份发布的不合格产品批次超过 500，详见图 2.3。 

国外

17.59%

国内

82.41%

图2.1 2016年国内、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占比

0% 20% 40% 60% 80% 100%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图2.2 2016年各季度国内、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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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发布流通领域的不合格产品，其原产地最多的是广东省、浙江省，不合格

产品批次高达 1000以上；原产地江苏省、上海市、福建省也是不合格产品数量较多的地区，

详见图 2.4。 

 

 

 

 

 

 

2.3国外发布的不合格产品的通报区域及原产国分布  

2016 年 CTI 共搜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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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2016 年中国发布不合格产品的通报区域 

 

图 2.4 2016 年中国发布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地分布 

 

江苏省 

广东省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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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最多，占国外总通报批次的 54.06%，详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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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欧盟市场上所发现的不合格消

费品是由哪些国家所制造，详见图 2.6。可看出，欧盟 2016 年通报的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

品数量高居 RAPEX系统通报的榜首。 

 

 
 

2016 年各季度欧盟 RAPEX 系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主要原产国，详见表 2.1。可以看

出，欧盟各季度通报的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数量始终高居 RAPEX系统通报的榜首。欧盟 28

个成员国和 3 个经济区国家，如此关注中国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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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

欧盟
54.06%

加拿大
11.05%

美国
10.75%

日本
8.77%

澳大利亚
8.42%

新西兰
4.46%

阿联酋
2.48%

其他
35.18%

图2.5 2016年国外各区域发布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的占比

中国

土耳其

德国

印度

意大利

美国

其他（37个国家）

68.56%

3.39%

2.57%

2.29%

1.92%

1.74%

19.52%

图2.6 2016年欧盟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原产国分布



 

6 

 

生产企业对欧盟相关的产品法规/标准了解不足。在继反倾销和技术壁垒之后，欧盟通报已

逐步演变成为技术贸易壁垒的新生武器。 

表 2.1 2016 年各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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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第二季度 

中国（包括台湾） 68.56% 67.85% 70.86% 67.42% 

土耳其 3.39% 5.01% 2.32% 1.94% 

德国 2.57% 2.09% 2.98% 2.90% 

印度 2.29% 3.13% 0.66% 2.58% 

意大利 1.92% 2.30% 1.66% 1.61% 

美国 1.74% 0.63% 2.98% 2.26% 

波兰 1.65% 1.25% 0.99% 2.90% 

2.4全球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型 

按照上述 1.4 的产品分类规则，2016 年全球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涉及到二级分类产品

有 69 类，通报批次排名前六的类别分别是：服装、电子产品、玩具、鞋类、饰品、家用电

器，具体见图 2.7。 

 

 

 

2.4.1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按照上述 1.4的产品分类规则，CTI搜集的 2016年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见图 2.8，

从中可以看出批次排名前三的产品类别分别是：服装、电子产品和鞋类（见图 2.9）。 

服装

电子产品

玩具

鞋类

饰品

家用电器

其他（63类）

20.33%

11.29%

7.43%

6.81%

6.78%

5.41%

41.95%

图2.7 2016年全球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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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图 2.11、图 2.12 分别是 2016 年第二、三、四季度中国通报的主要不合格产

品类别。宏观三个季度，中国各季度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排名靠前的始终都是服装产品；

这与服装类产品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程度高相关，该类产品也有必须符合的国家强制性要

求，人人都需要，国内市场贸易量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案例也常有发生。 

 

 

 

21.11%

10.97%

7.13% 6.86%
4.86% 4.73%

44.34%

图2.8  2016年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

品类别

饰品, 

27.01%

电子产

品, 

21.48%

服装, 

17.95%

鞋类, 

8.14%

家用

电器, 

7.72%

玩具, 

4.53% 其他（8类）, 

13.17%

图2.10 2016年第二季度中

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服装, 

23.61%

照明光

源及灯

具, 

9.26%

装修辅

材, 

8.99%
电子产

品, 

8.72%

婴童用

品, 

6.99%

建筑钢

材, 

6.90%

其他（23类）, 

35.51%

图2.11 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

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服装, 

22.63%

电子产

品, 

10.29%

鞋类, 

7.65%
车辆相

关产品, 

6.35%

箱包, 

5.53%

饰品, 

4.98%

其他（50类）, 

42.56%

图2.12 2016年第四季度中

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TOP1 服装产品,21.11% 

TOP2 电子产品，10.97% 

图 2.9 2016 年中国通报不

合格产品数量 TOP 3 的产品 

TOP3 鞋类产品，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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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国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 

按照上述 1.4的产品分类规则，图 2.13 为 2016 年国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类别占比，

从中可以看出通报批次排名前三的产品类别分别是：玩具产品、服装产品和电子产品（见图

2.14）。 

 

 

 

从图 2.5 2016年国外各区域发布的不合格产品通报批次的占比可以看出，欧盟地区和

美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的频率高、批次多，下面以 2016 年欧盟和美国通报的数据来分析欧

盟及美国关注的产品类别，见图 2.15和 2.16。可发现，玩具类产品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关注

重点之一，而电子产品则是美国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可见各国家/地区的产品关注点也

是各有侧重的。 

 

 

22.94%

11.79%
10.21%

7.53%
6.05% 6.05%

35.43%

图2.13 2016年国外通报的

不合格产品类别

33.55%

12.83%
7.70%7.61%6.87%5.68%

25.76%

图2.15 2016年欧盟通报的

不合格产品类别

18.43%
9.68% 8.76% 8.29% 6.45% 6.45%

41.94%

图2.16 2016年美国通报的

不合格产品类别

TOP1 玩具产品，22.94% 

TOP2 服装产品,11.79% 

TOP3 电子产品，10.21% 

图 2.14 2016年国外通报的不

合格产品数量 TOP 3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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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国内、外各区域通报数量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 

根据 CTI可搜集到的数据，在 2016年各季度，各国家/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格

产品，及其分别占该地区/国家总通报数量的比例详见表 2.2。 

通过 2016 年各季度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可以看出，欧盟、日本、美国、澳大利亚、

阿联酋这几个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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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报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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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

新西兰两国对多类产品均较关注，加拿大 2016 年通报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服装类，新西兰

2016年通报最多的不合格产品是电子产品类。 

表 2.2 各国家/地区通报数量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的详情 

通报国家 

/地区 

各国家/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 

及其分别在该地区/国家的比例 

2016 年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第二季度 

中国 服装 22.16% 服装 22.63% 服装 23.61% 饰品 27.01% 

欧盟 玩具 33.55% 玩具 34.03% 玩具 35.76% 玩具 30.65% 

日本 服装 21.47% 服装 31.03% 服装 20.88%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17.86% 

美国 电子产品 18.43% 家用电器 16.67% 电子产品 28.17% 电子产品 16.18% 

加拿大 服装 14.80% 服装 25.53% 电子产品 16.95% 玩具 15.71% 

澳大利亚 玩具 17.06% 玩具 26.42% 玩具 22.41%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10.17% 

新西兰 电子产品 16.67%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21.43% 
玩具 25.00% 婴童用品 13.33% 

阿联酋 家用电器 68.00% 家用电器 54.55% 家用电器 71.43% 家用电器 72.22% 

注：表 2.2中，各国/地区通报批次排名第一的不合格产品在该地区/国家的比例，具

体指的是占该国家/地区某具体时间段总通报批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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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合格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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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批次 TOP3的检测项目分析 

CTI 搜集的 2016 年中国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排名前三的产品类别分别是：服装、电

子产品和鞋类（见图 2.8，2.9）。 

问题服装类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使用说明、纤维含量和色牢度，见图 3.1。这里

以该类产品的不合格项目为例，分析了不合格项目对消费者的潜在人身伤害，及消费提示，

详见表 3.1。 

问题电子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使用说明、传导连续骚扰和辐射骚扰，见图 3.2。 

问题鞋类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使用说明、色牢度和感官质量，见图 3.3。 

 

 
 

53.07%

34.66%

图3.1 问题服装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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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问题服装类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对消费者的潜在人身伤害，及其对应的消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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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含量

/ 纤 维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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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

10.86%

图3.2 问题电子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

51.44%

16.10%

图3.3 问题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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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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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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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含量，属于消费者比较关

注的一个项目，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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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纤维成分含量与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以次充好、谎报、虚报，则构成欺诈。    

3.2国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批次 TOP3的伤害类别分析 

CTI 搜集的 2016 年国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批次排名前三的产品类别分别是：玩具、服

装和电子产品（见图 2.13和 2.14）。 

不合格玩具类产品对消费者的伤害主要包括噎塞、化学和人身伤害，具体见图 3.4。 

不合格服装类产品对消费者的伤害主要包括人身伤害、绞勒和噎塞，具体见图 3.5。 

不合格电子产品对消费者的伤害主要包括火灾、触电和烧伤，具体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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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盟通报为例：2016 年各季度，欧盟通报的中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数量始终高居

RAPEX系统通报榜首。造成中国出口产品频遭欧盟通报因素主要有三点
[12]

：不熟悉国外技术

法规是“软肋”；质量管控不严是“硬伤”；贸易保护主义是“外患”。从这几点出发，我国

的出口企业应接轨国际标准，提升我国产品的质量水平，增强攻壁破垒的能力；政府部门要

37.87%

29.78%

图3.4 不合格玩具产品的伤害类别

29.24%
28.81%

图3.5 不合格服装产品的伤害类别

33.45%
32.36%

图3.6 不合格电子产品的伤害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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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欧盟的信息反馈机制，对误通报分门别类，及时将情况反馈给欧盟，防止将误通报风

险转嫁给生产企业影响企业产品出口，有效开展我国对外通报工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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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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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