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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1.1 任务背景

2018 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发布实施，形成了新的包

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在内的国家标准

体系，《标准化法》鼓励企业自行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

标准。

企业标准是在企业范围内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工

作要求所制定的标准，是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据。企业生产的产

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

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在新型标准化体系中，企业标准定位

为先进引领性的标准。《标准化法》要求企业标准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

鼓励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的企业标准，并提出支持利用自主创新技术

制定企业标准。但企业在指标选取和指标值确定方面缺乏参考，因此企业

标准先进引领作用未得充分体现。

在 2017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试点的基础上，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

度的意见》（国市监标准[2018]84号）于 2018年 6月 27日发布，《意见》

对推动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建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发挥标准引领



作用、有效保障行业高质量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切实发挥企业标准对质量提升的引领作用，支撑企业标准自我声明

公开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工作的有序推进，企业标准“领跑者”工

作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联合有关行业协会、检测

认证机构、标准化服务机构以及企业共同组织制定“领跑者”系列标准。

该系列标准由《“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以及具体产品和服务类别的“领

跑者”标准组成，一方面用于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也可用于对企业标

准的水平进行评价，另一方面用于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排行榜”和

“领跑者”评估方案并开展有关评估工作。

2021年 5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下达《“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防

水材料》（《关于下达 2021年第三批协会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建材联

标发[2021]65号 ，计划号 2021-22-xbjh）协会标准计划，由中国建筑防水

协会作为牵头机构负责起草。

1.2 主要工作过程

2021年 6月，主编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召开领跑者标准技术研讨会，对

标准编写框架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成立了编写组。

2021年 7月-8月，标准编制组开展了相关标准研究、企标调研工作，

形成标准草案。

2022年 4月中旬，建筑防水卷材“领跑者”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及编

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2.1.1 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的制定与国家政策法规相一致。

2、本文件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

则》进行编制。

3、本着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反映市场需求、扩大对外贸易、

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在充分调研和验证的基础上，确定了相关指标的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2.1.2 标准编制的依据

在制定过程中主要指标参考借鉴了以下标准：

GB/T 328 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

GB 12952 聚氯乙烯（PVC）防水卷材

GB 18242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18378 防水沥青与防水卷材术语

GB 18967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T 23260 带自粘层的防水卷材

GB 23441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57 预铺防水卷材



GB 27789 热塑性聚烯烃（TPO）防水卷材

GB/T 3546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8 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 30184 沥青基防水卷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35609 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JC/T 1072 防水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程

2.2 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

2.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防水卷材“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

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卷材的企业标准水平评

价。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方案时可参考使用本文件。

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使用。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主要规范性引用了 GB/T 328《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GB

12952《聚氯乙烯（PVC）防水卷材》、GB 18242《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GB 23441《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 27789《热塑性



聚烯烃（TPO）防水卷材》、GB 23457《预铺防水卷材》、GB/T 35467《湿

铺防水卷材》、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GB 30184《沥

青基防水卷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T 35609《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

与密封材料》、GB/T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等

相关标准。

2.2.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明确了GB/T 1837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2.4 评价指标体系

2.2.4.1 基本要求

依据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

给出的规定，符合明示执行标准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生产企业应满

足建立并运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能源管理体系、诚信、安全等

相关要求。

2.2.4.2 评价指标分类及指标体系框架

依据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

给出的规定，建筑防水卷材“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核

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2.2.4.2.1基础指标

包括公称面积偏差、外观质量、厚度、尺寸变化率、耐水性、撕裂强



度、抗窜水性七项。

2.2.4.2.2核心指标

包括拉伸性能、不透水性、低温柔性、抗冲击性、接缝剥离强度、热

空气老化、人工气候加速老化七项。

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5

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

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星级水平。

2.2.4.2.3创新性指标

包括有害物质限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两项，鼓励企业根据条件成熟

情况适时增加与产品性能和消费者关注的相关创新性指标。

2.2.4.2.4在基础指标选取方面

基础指标选取主要依据相关防水卷材产品标准中公称面积偏差、外观

质量、厚度、尺寸变化率、耐水性、撕裂强度、抗窜水性等相关要求，在

考虑不同类别产品指标要求不同的情况下提出了基本要求。此七项指标是

所有防水卷材中都应满足的最基本的要求。

2.2.4.2.5在核心指标选取方面

1、拉伸性能

拉伸性能作为防水卷材柔性指标的基础，特别是在地下防水工程、屋

面防水工程中，掩埋式设计或暴露式设计都对材料本身的性能要求极其严

格。地下长期浸水环境、外露长期雨雪日晒环境，材料的拉伸变形适应能

力，是左右防水材料在这两类环境中能否有效使用的基础。

因此，拉伸性能指标相对于防水材料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2、不透水性

建筑防水工程多为隐蔽工程，由于防水卷材具有一定的宽度，要想形

成整体的不透水的防水层，需要对防水卷材接缝进行处理，确保使防水层

形成统一的防水整体才能起到防水效果。防水卷材的搭接缝是整个防水层

防水效果相对薄弱的环节之一，处理不好会影响整体工程防水质量。不透

水性除了防水卷材本身质量的要求外，也对接缝焊接效果做出了严格的要

求，是防水卷材性能指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低温柔性

建筑防水卷材的应用环境较为广泛，多习惯于地下工程或屋面工程中

使用。尤其在北方地区的使用中，寒冷季节时地下环境的复杂与恶劣都对

防水材料的耐低温性能提出教高要求，同时，在屋面暴露使用时，长期遭

受雨雪冰雹等严寒的冲击，也对防水材料低温性能的要求很高。因此低温

柔性作为防水卷材性能指标的核心指标考虑。

4、抗冲击性

建筑防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的特点，主要是在建筑施工中，防水工

程不作为独立工序进行，很多时候产生交叉作业，这就对施工现场的成品

保护以及材料自身的抗冲击性能要求很高。另外，外露使用的防水材料在

施工完成后，长期暴露在外，在雨雪冰雹或固体杂物等不可预估的作用下，

材料的抗冲击性是保证防水系统有效的根本。

5、接缝剥离强度

防水卷材本身有一定的宽幅，为了使防水卷材成为一体的防水层，并

具有防水功能，卷材之间的连接效果非常重要，是保障防水层完整有效的



重要指标。因此选取接缝剥离强度作为核心指标，并对该指标进行了加严，

旨在提升产品的强度要求，保证产品的应用功能。先进水平与平均水平满

足“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核心指标分级要求。

6、热空气老化

防水层施工是隐蔽工程，很多情况下施工完毕就不再便于维修维护，

此外工程建设标准对防水层有一定的使用年限要求，因此，防水卷材的耐

久性非常重要。热空气老化性能是表征防水卷材的耐久性关键指标之一。

因此选取热空气老化作为核心指标，并对该指标进行了加严，旨在提升产

品的强度要求，保证产品的应用功能。先进水平与平均水平满足“领跑者”

标准编制通则核心指标分级要求。

7、人工气候加速老化

防水层施工是隐蔽工程，很多情况下施工完毕就不再便于维修维护，

此外工程建设标准对防水层有一定的使用年限要求，因此，防水卷材的耐

久性非常重要。人工气候加速老化性能是表征防水卷材的耐久性关键指标

之一。因此选取人工气候加速老化作为核心指标，并对该指标进行了加严，

旨在提升产品的强度要求，保证产品的应用功能。先进水平与平均水平满

足“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核心指标分级要求。

2.2.4.2.6在创新性指标选取方面

1、有害物质限量

在 GB/T 35609-2017《绿色建材评价技术规范 防水与密封材料》标准

中对苯、乙二醇醚及其酯类、酮类等 12类物质列入不得人为添加的有害物

质范围。随着消费者对于产品环保和个人健康功能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绿色产品的认可度愈加广泛，因此将不得人为添加的有害物质指标作为创

新性指标提出，并参考 GB/T 35609对该项指数提出更严的要求。

正在编制强制性规范《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中，在有

害物质限量指标中，对铅含量提出了要求。

2、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随着国家对环保、节能、绿色国家政策标准的不断落实，特别是双碳

目标的提出，对行业防水卷材产品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提出了要求。2030

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战略提出，对生产企业的能源消耗管理更

加严格，生产技术的改革、生产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企业自我智慧监管

的升级，都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将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作为创

新性指标，可以促进行业在能耗、减排、环保等方面在生产和施工环节更

加关注，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以上基础、核心及创新性指标均着眼于体现产品性能和功能，同时可

量化的指标，选取的过程中重点考虑了消费端的关注焦点、产品使用痛点

等方面，符合消费升级、产品产量提升、供给侧改革发展趋势。具体的评

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指标

公称面积偏差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满足《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

范》，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外观质量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满足《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

范》，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续-1）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指标

厚度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满足《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

范》，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尺寸变化率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满足《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

范》，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续-2）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指标

耐水性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满足《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

范》，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撕裂强度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满足《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

范》，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续-3）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指标 抗窜水性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范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满足《建筑防水卷材安全和通用技术规

范》，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2 核心指标 拉伸性能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328.8

GB/T 328.9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高于标准值

15%以上

高于标准值

10%以上

高于标准值

5%以上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续-4）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2 核心指标

不透水性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328.10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高于标准压

力 30%以上

或高于标准

时间 50%以

上

高于标准压

力 20%以上

或高于标准

时间 35%以

上

高于标准压

力 15%以上

或高于标准

时间 25%以

上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低温柔性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328.14

GB/T 328.15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低于标准值

6℃以上

低于标准值

4℃以上

低于标准值

2℃以上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续-5）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2 核心指标

接缝剥离强度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328.20

GB/T 328.21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高于标准值

20%以上

高于标准值

15%以上

高于标准值

10%以上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抗冲击性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328.24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高于标准值

40%以上

高于标准值

30%以上

高于标准值

20%以上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续-6）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2 核心指标

热空气老化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18244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高于标准值

20%以上

高于标准值

15%以上

高于标准值

10%以上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人工气候加速

老化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T 18244

相关防水卷材标准

高于标准值

40%以上

高于标准值

30%以上

高于标准值

20%以上

GB 18242

改性沥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 GB 18967

自粘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

聚氯乙烯防水卷材 GB 12952

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 GB 27789

预铺防水卷材 GB/T 23457

湿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

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相关卷材标准



表 1 建筑防水卷材评价指标体系（续-7）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3 创新指标

不得人为添加的有害物质 GB/T 35609-2017 满足 GB/T 35609-2017 GB/T 35609-2017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a

沥青基防水卷材 GB 30184
有胎 a≤180

无胎 b≤90

有胎 a≤200

无胎 b≤100

有胎 a≤220

无胎 b≤130
GB 30184

高分子防水卷材
c JC/T 1072-2016 - ≤80 ≤100 JC/T 1072-2016

a有胎产品以 3.0mm计算。

b无胎产品以 1.5mm计算。

c高分子防水卷材以 1.2mm计算。



2.2.5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 2。

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

进入石墨企业标准排行榜。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

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进入石墨企

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 2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达到先进水平

要求

创新性指标中的任

意一项达到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达到平均水平

要求
—

三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达到基准水平

要求
—

三、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的基础指标项目和核心指标（基准水平）项目要求来源于产品

相关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核心指标（先进水平和平均水平）

项目要求代表了目前国内前20%的主流企业及20%-50%的主流企业所达到

的生产技术水平，创新指标项目要求代表了当前国内企业达到的先进或平

均水平。技术指标来源于国内主流企业、技术研究机构等，是可操作可实

行的指标。

编制组通过对收集到的防水卷材企业标准和在公共信息平台发布的企

业标准进行了研究验证，共查询有效防水卷材相关标准168项，其中剔除已

废止、国行标版本直接引用等不满足条件的。



经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企业标准编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行业

目前企业标准编写质量亟待提高，还存在未按照GB/T 1.1标准规定的要求

编制，企标部分指标不满足国标要求等问题，同时由于新版GB/T 1.1标准

已经实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标准还未按新版GB/T 1.1进行修改；二、企

业标准目前编写指标普遍比较保守，公开发布的企业标准指标不够先进，

会有企业有个别指标提出严于国标的值，大部分指标还是照搬国标，甚至

出现打擦边球的现象，未能体现产品先进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文件经制定小组认真调研和核查，未发现涉及到相关企业、单位和

个人的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

情况

5.1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产业规模、推广应用、工程应用情况、

预期达到的经济、社会效益

目前，建筑防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839

家，2021年实现销售总产值约1261.59亿元。防水卷材产品生产线2000多条，

近60%以上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生产。建筑防水行业涉及涵盖住宅、工业

建筑、地下工程、桥梁隧道、地跌、高铁、水利、机场等各类工程领域，

全行业从业人员近300万人。近10年来，行业集中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中前10家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从2013年的10%上升到



2021年的31%左右。

防水行业主要产区有东北（集中在盘锦）、京津冀（集中在河北）、

山东（集中在寿光）、江浙沪、西南（集中在四川）等为防水材料主产区。

2021年，建筑防水材料的总产量约为40.92亿平方米。其中，防水卷材占比

为69.86%，防水涂料占比为25.89%。建筑防水材料应用市场中，防水卷材

类产品市场用量占据绝对优势。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建筑防水行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诸

多问题，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1.行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无序；2.行业整

体研发基础薄弱，技术水平总体不高；3.市场投资盲目，重复建设多，产

能严重过剩；4.基础研发投入少，缺乏行业技术共识；5.多数生产企业管理

不够规范；6.一些小企业基础设施、必备生产设备不齐全或不满足要求，

检验能力不足；7.行业整体发展不均衡；8.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不完备等。

因此，企业“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的制定，对建筑防水行业的可持

续性发展一定的引领作用。标准的建立必将促进企业相互学习，形成创新

思维，不断提高自身，促进企业标准提档升级，引导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全

面提升，让广大消费者享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建筑防水行业的低碳、

绿色、高质量发展。

1.建立健全的建筑防水行业标准体系。

行业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重点突出、先急后缓的原则，积极

推进行业标准体系研究工作，通过企业标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2.大力发展团体标准，扩大产业标准供给。

自2016年，防水协会已逐步建立起了适应行业发展要求的团体标准化



体系，并通过了鼓励企业开展标准化和积极参与团体标准工作的倡议，解

决国标、行标、地标供给不足和不能及时更新的问题。

2017年成为原国家质检总局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的试点行业之一，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

3.加强培养行业标准化人才。

标准引领，人才先行。在行业职业技能教育体系框架下，设立标准化

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常态化的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与标准化技术服务机

构合作，开设标准化培训课程，加强行业标准化队伍建设，培养标准化人

才，为建筑防水行业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5.2 本标准指标的技术先进性以及本标准的发布对行业及社会

发展的促进作用

新形势下，建筑防水材料在新建建筑、市政建设、地下空间建设、老

旧建筑维修返修等基础建设领域的应用将不断扩展。但目前行业大部分企

业的标准制定和公开的水平不理想，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标准化工作缺乏指

导，标准编制不规范，公示的性能或功能指标偏少，同类产品公示的指标

不一致，或指标水平一般、很多公示的为执行国标或行标，有些甚至低于

国、行标要求的情况仍存在。

本标准是基于企业标准排行和评估工作产生的，对于落实标准化改革

工作放开搞活企业标准任务要求，实现市场驱动的高水平标准供给具有重

要意义。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各种应用领域的防水卷材产品大部分已有国家强制标准、推荐

标准或行业标准。

国内标准技术指标数量多与国外相关标准，但部分耐久性指标和实验

条件低于国外同类产品。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建筑防水卷材》协会标准的编制，将有效

促进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品质量，规范产业市场秩序，提升产

品品质，塑造产业品牌。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等

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协会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

施、过度办法、实施日期等）

标准发布实施后，做好标准的宣贯工作，充分利用网络、会议、培训

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标准的解读，为标准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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