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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美容服务指南》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 制 说 明

一、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由北京《健康与美容》杂志社有限公司提出，列入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

量安全促进会 2023 年团体标准制定项目计划（中食药质安促字[2023]19 号）。由北京《健

康与美容》杂志社有限公司组织起草，定于 2023 年完成。

二、目的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的渴望日趋强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美容产品第一大生产国和全球第二大化妆品消费国。据统计，全国美容机构达到 200 多

万家，从业人员约为 2000 多万人，年产值 6000 多亿元，其中制造业约为 3000 多亿元，

已成为世界美容业关注的阵地。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美容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诚信

缺乏、化妆品采购安全意识薄弱、美容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更让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受损，危害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严重阻碍我国健康美容产业向全球化发展。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迅猛发展，也极大程度上对健康美容

行业产生了影响。智慧前台、AI 测肤、AI 试妆、AI 美肤私教、智慧客服、可视化互动平

台、沉浸式声光电体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等在行业内广泛应用。但应用场景和技术

操作亟待规范。

基于以上现状，业内急需出台智慧健康美容服务标准，以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引领

行业发展技术趋势。本标准拟给出智慧健康美容框架，规定美容机构的管理要求，监视、

测量和评价方法等。并通过贯标、宣传，让更多的健康美容机构依据本标准开展服务。

通过制定标准，规范和统一健康美容服务机构的管理和服务过程质量，提高健康美

容机构的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和感官质量；有助于规避服务过程中的风险，实现组织绩

效持续提升；有助于行业整体质量提升，推进健康美容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助

于行业适应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助力美业向科技化、互联网化和数

字化变革。

三、标准编制过程

1、收集和分析资料

在本标准立项之前，标准起草组成员便从国内外各种渠道大量收集与本文件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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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资料。包括美国德克萨斯州美容机构规则、澳大利亚美容指南以及国内外技术标

准、法律法规等，如：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5296.3-2008 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用标签、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7916

化妆品卫生标准、GB 9666 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GB/T 24353-2009 风险管理与实施指南、

SB/T 10991-2013 美容院服务规范、SB/T 11018 美容美发企业星级划分、CQC 8301-2017

健康美容服务认证技术规范、《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医疗

器械分类目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

部分产品分类界定的通知》、《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

2、分析、比较和研究

标准起草组对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信息和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比较和研究，并

对我国的健康美容企业特点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查和了解。

3、确定标准的制定原则

在比较准确和充分的掌握了相关信息后，确定了本标准的制定原则。

4、形成标准草案文本

充分结合最新健康、卫生产业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发展趋势，以及

已经在诸多企业开展的实践，形成本标准草案。

5、正式组成标准起草组

在上述步骤完成后，便正式组成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3 月至-4 月在北京《健康与美容》杂志社、美丽田园、美宝贝岭等公司，以

及线上的方式召开多次标准起草组工作会议，还邀请了相关医疗、美容领域、人工智能

的专家，对标准草案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尤其对标准中的部分服务要求、产品管理、

设备管理等细节做了仔细的推敲。会后形成了意见统一的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给出了智慧健康美容框架，规定了美容机构的管理要求，监视、测量和评价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合法资质的健康美容服务机构，也可作为第三方机构对健康美容

服务机构评价的依据。

本标准旨在帮助从事生活美容服务的机构建立一个规范、高效、安全的运行体系，

以提高消费者对机构的信心，增强顾客满意，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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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健康美容机构服务过程，以及影响质量发展的各要素进行规范，主要技术

内容包括：智慧健康美容框架、健康美容服务机构资质和制度要求、服务人员、服务环

境、设备设施、服务用品、服务提供、服务补救、分析和改进等方面。

本标准的主题内容结构如下所示：

4智慧健康美容框架

5 服务要求

5.1 服务环境

5.2 服务人员

5.3 设备与器械

5.4 服务用品

5.5 服务提供

6 管理要求

6.1 通用要求

6.2 监视测量和改进

7 服务评价

附录 A（资料性）具有美容功能或相关辅助功能的设备目录

附录 B（资料性）健康美容服务顾客体验调查问卷示例

五、主要实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果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目前尚没有健康美容服务国际标准化组织，本标准的制定，充分借鉴了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但是从系统性、专业性和对产业未来发展的技术把

控上，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充分吸收我国健康美容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要求，如《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部分产品分类界定的通知》、《中国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同时将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中先进之处进行采纳，如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5296.3-2008 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用标签、GB 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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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7916 化妆品卫生标准、GB 9666 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GB/T

24353-2009 风险管理与实施指南、SB/T 10991-2013 美容院服务规范、SB/T 11018 美

容美发企业星级划分等。

八、重大分歧意见

无。

九、有关标准属性的建议

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尽快批准发布。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意见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