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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 川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川教„2022‟39 号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实施意见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提升校服管理水平，确保校服安全和品质，保障广大中小

学生健康成长，根据《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

3 号），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提出

如下实施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提高思想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各环节。优质、合体、美观、舒适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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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

示学生的风貌，培养团队意识、传播平等精神的有益方式，是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探索。规范中小学生校服管理，严格

选购程序、标准，科学设计、使用校服，保证校服产品质量和安

全，不断满足学生对美好校园生活向往，是维护群众利益、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要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和中小学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对学生校服存在的校服质

量不高、款式陈旧、含棉量少以及采购中的腐败问题要有清醒认

识，加强校服管理，严格校服选购，充分发挥校服育人功能，引

导学生爱美尚美创造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明确职责分工 

（一）教育主管部门履行校服采购、选用监管职责，结合实

际制定校服管理办法或细则，对校服采购、选用和管理列出负面

清单，加强对校服选购工作的指导监督；建立校服采购、选用 “红

榜”和“黑名单”制度，每年将市场监管部门校服抽检情况进行

通报；每年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校服供货企业名单，协调处理校

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立校服评价反馈机制，定期组织开

展校服满意度调查。 

（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校服生产和流通环节开展产

品质量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产品质量主体责任，指导省纤维检验

局等专业纤检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标准，每年组织开展生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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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领域校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将抽查结果通报教育主管部门；

依法查处校服产品质量等违法行为。 

（三）学校承担校服选用主体责任，坚持公开公正、依法依

规，严格规范程序，依法公开采购，认真组织评审，确保质优价

宜；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校服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结合实

际制定校服穿着规范。 

（四）相关行业协会建立完善校服团体标准，提高行业质量

意识和自律能力，促进校服款式优化和质量安全提升。 

（五）家长和校服选购组织积极配合协助学校开展校服选购

工作。学校和校服选购组织要充分尊重和吸纳家长在校服选购中

的意见建议，通过民主监督，发挥好家长在校服选购中的监督作

用。 

三、规范选购校服 

（一）严格校服选用采购程序 

1.征求选购意向。学校应进行深入论证，确定是否启动校服

选购工作。要与学生家长充分沟通，通过向拟选购校服的全体学

生家长发放《自愿订购校服征求家长意见书》等方式广泛征求学

生家长意见。同意选购校服的学生家长人数达到总数的五分之四

及以上的学校才能统一选购。学生有特殊原因不愿意购买校服

的，可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应予以同意。 

2.成立选购组织。选购单位应成立校服选购组织，负责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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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监督等工作，家长和学生代表人数应不低于选购组织人数

的三分之二。学校可结合实际，成立校服选购领导小组、工作小

组、监督小组、意见反馈小组等。 

3.确定选购方式。选购单位应按照采购相关规定采取公开招

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或比选等方式采

购校服。 

4.发布选购公告。选购单位结合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综合考

虑，确定采购方案，方案应包括校服款式、价格、面料、版型、

采购规则、采购方式等内容。根据方案形成公告，并公开发布。 

5.考察供货企业。企业根据采购公告提供相关资料，选购单

位对其资格性及资料的符合性进行审查，并做好深度调研。可实

地考察校服生产企业资质、质量保障能力、售后服务水平、社会

信誉度，夯实采购工作基础。为保证公正性、竞争性，参与企业

不少于 3 家。 

6.确定供货企业。选购单位坚持“质优价宜”“少数服从多

数”原则，按照确定的采购方式组织评审，确定供货企业。优先

采用综合评分法，防止校服企业低于成本报价中标或为降低成本

牺牲质量。建立样衣封存制度。邀请经考察符合条件的供货企业

到指定地点或通过微信群、qq 群等新媒体进行样衣展示、说明。

选购单位不得指定供货企业。 

7.签订供货合同。选购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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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与确定的供货企业签订合同，合同应包括执行标准、质

量、价格、数量、品质鉴定、样衣封存、服务和违约等条款。家

长付费购买校服的由学校签订校服采购合同，不得委托家长委员

会或校服选购组织签订校服采购合同。 

8.严格供应验收。校服供应和验收实行“台账”和“明标识”

制度。供货企业提供齐全的成衣合格标识，并有法定检验机构出

具的当批次成衣质量检验合格报告。选购单位可依据

T/SCZXXHQ 001《校服（园服）采购与验收规范》进行验收，

确保采购校服与合同约定完全一致。建立留样封存制度，每批次

产品由选购单位随机抽取不少于 2 套/件留样，并封存 1 年。鼓

励实行“双送检”制度（即企业和采购单位均抽取一定数量校服

送法定机构检验）。 

9.做好售后服务。供货企业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做好售后服务。对存在安全风险、质量缺

陷的产品和学生合理化需求，及时提供维修、退换、召回等服务。 

10.实行备案制度。选购单位在校服选购前后均应及时向教

育主管部门备案，各环节相关资料全部留档备查，鼓励通过信息

化方式进行归档管理。 

（二）严格执行生产采购标准 

校服生产企业、学校应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和选购校服。校服

面料、辅料、配件（料）和制作工艺等有关安全与质量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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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31701《婴幼

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GB/T31888《中小学生校服》

等国家标准。有条件的地区、企业和学校可依据相关标准提高指

标要求。校服生产企业应切实承担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加强原材

料进货的质量控制，要求面料供应商提供质量合格的检验报告，

对生产的校服成品主动送检，对于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

不得出厂销售。 

（三）控制校服套数稳定款式 

校服选购应根据“适用、实用、够用”原则，充分考虑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家长经济承受能力，按照决

策程序合理确定校服种类、款式、套（件）数。校服款式一经确

定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得经常性为学生订购校服，中小学生选购

周期原则上不低于三年，毕业年级原则上不组织校服选购工作。

寒冷地区，可结合实际选用冬装校服。 

（四）挖掘特色设计制作校服 

校服设计制作应坚持“安全舒适、经济实用、美观简洁”原

则，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和学校办学底蕴，符合时代精神特征，

传承民族文化；应适应不同季节，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年龄特点，

充分考虑学生在校学习、体育运动等需要。推进校服创新发展，

加强校服面料、功能、式样研发，开展校服遴选、研讨、设计大

赛等活动，组织专业人员或学生设计校服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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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中小学生校服涉及环节多，各地应建

立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密切协作的工作机

制。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积极主动作为，明

确校服管理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加强组织协调，认真研究和解

决校服管理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着力提升校服管理工作水平和

校服品质。 

（二）严格监督检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校服质量安全

监管，严肃查处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伪造或冒用

他人厂名厂址等违法行为，对符合《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管理办法》的规定条件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每年按市（州）学校数 5%

以上比例开展监督抽查，及时向社会公告监督抽查情况，督促不

合格企业及时改正，鼓励有条件的县（区、市）探索开展校服公

证检验，相关经费由财政保障。 

（三）严格收费管理。学校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教育收费政策

规定，按实代收取校服费用，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或校服选购组

织代收取校服费用。及时主动向学生、家长公开校服代收费情况。

代收校服费由学校全部划转供货企业，不得计入学校收入或截

留、挪用。严禁学校及其相关人员从中谋利。实行先服务后付费

制度。“双送检”检验费用不得向家长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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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关爱力度。鼓励校服供货企业对贫困学生、低保

家庭子女、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家庭困难学生无偿

提供校服，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积极引导有关爱心企业、社会

组织和个人向学校捐赠校服。有条件的地区，可由地方政府向中

小学生无偿配发校服。 

（五）建立“红榜”和“黑名单”制度。教育厅根据有关部

门、学校等单位反馈的情况，对诚实守信、质量优良、信誉良好、

满意度高的校服供货企业纳入“红榜”并公开发布，供学校、学

生及家长选购校服时优先选择。教育厅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

督抽查结果，建立校服供货企业“黑名单”制度，将连续两年抽

检强制性标准不合格的校服供货企业列入“黑名单”，三年内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不得向其采购校服。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可

结合实际建立本地区校服供货企业“红榜”和“黑名单”制度。

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建立校服供货企业和校服面料供货企业“红

榜”和“黑名单”制度。 

（六）严肃责任追究。各地各校要将校服选购纳入廉政风险

防控重点，及时排查主要廉政风险点，细化预警防控措施。选购

单位在为学生服务、代办有关事项过程中，不得获取任何经济利

益。对校服采购过程中，存在违反程序、弄虚作假、收取回扣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工作人员，从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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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园服管理参照此实施意见执行。高等学校原则上不统

一选购校服，对特殊院校及专业，如医学专业、警校、飞行学院

等，需统一专业服装或制服的，参照此实施意见执行。 

本实施意见由四川省教育厅会同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

责解释，自 2022 年 6 月 19 日施行，有效期 5 年，原《四川省教

育厅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

四川省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川教„2016‟108 号）

同时废止。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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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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