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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监管者的视角系统研究了我国校服的现状、监管主要方式等,提出了“大监管、跨部门监管”的思路,并就如

何实现这一监管目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为监管部门制定校服监管措施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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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学校,作为教书

育人的场所,也是礼仪教育的集中地。而校服不仅是

学校统一学生们的着装,方便校园管理的工具,更重要

的它是礼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德育教育和美育

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展现文化的窗口,代表着学校的形

象和学生们的精神气质[1]。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发展方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新经济新

模式的不断出现,给市场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

校服的质量影响着很多学生的切身利益,涉及方方面

面,校服的质量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事关学生的身心健

康,其样式影响学生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务院提出了“放管服”改革[2],简政放权是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我国市场监管机构改革取得新

进展,传统监管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监管模式更加

突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校服的监管,提高校服质

量,让校服服务教学,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是学校、学生、家长共同所希望的。

1 校服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1 学生校服穿着现状

近年来,运动校服可以说是一统天下,多数地方明

确要求学生上体育课必须穿运动服。运动服比较松

垮,样子、颜色基本都一样,特色不明显。其中中学生

校服有春夏和秋冬各两套服装。春夏装中,男校服为

衬衫或T恤、长裤占超过九成,其他为衬衫或T恤、短
裤。女生的校服T恤、长裤八成以上,其他为T恤、短
裤或者T恤、短裙。秋冬装中,男生女生校服大部分是

运动款,以红、深蓝、白色为主。中学生校服要穿3年,
但就是在这3年,中学生快速发育,一年四季一直循

环,参加各种活动,出席不同场合,以及上体育课,但学

校对校服并没有其他要求,可以说是怎么穿都行。
1.2 学生校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1.2.1 校服市场乱象丛生

检查发现,很少在生产厂家看到学生校服的原辅

材料进货记录和检查验收记录,没有严格按标准进行

标注标识,出厂前很少办理具有法定检验检测机构颁

发的检验合格证明。监管中还发现一些校服厂家管理

水平、制作水平不高,工艺粗糙,基本不具有合格生产

学生校服的能力,难以保证质量,甚至部分厂家缺乏合

法的经营资质,属于小作坊;学生校服销售商及学校履

行验收、检查、记录职责不到位,采购程序不合适,招投

标程序不规范。一些销售商上游没有厂家支撑,个别

在采购中弄虚作假,提供假检验报告,采取低价恶性竞

争等手段,严重打乱了学生校服市场的秩序。价格监

管不力,存在胡乱定价的现象。
1.2.2 监管手段比较单一

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仅靠传统的监管手段,已不

能适应目前的校服市场。具体体现在加工场所的隐蔽

性、生产加工的环节细化、校服流通方式,特别是通过

电子商务开展的校服销售更是交易证据提取困难等。
目前的监管仍然停留在专项检查、抽样检查等传统的

监管模式中,难以形成精准的监管体系。
1.2.3 监管模式不适应监管对象

虽然市场监管已经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

管模式,但对于校服监管而言不太适合。双随机强调

抽查,这意味着有很多校服企业能逃脱监管,所以他们

仍然肆无忌惮地生产着问题校服。虽然每年都要开展

专项整治,重点打击违法行为,但不可能做到全覆盖或

实时监管。
1.2.4 监管力量过于分散

学生校服的生产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就监管部门

而言就有4~5个,但这些部门由于监管的封闭性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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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形成监管合力。案件线索机制也不健全,一方发现

问题、多方共享、联合办案尚未形成常态。从执法力量

配备来看,几个部门加起来有几十个人,但各司其职,
各有重点。这些都导致了执法力量的分散,无法形成

监管合力。
1.3 原因分析

1.3.1 法制意识不强,违法成本比较低

在我国普遍存在着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特别是

民生领域,一些不法商人屡次违法,他们认为法律禁止

的行业必然是暴利行业,一旦违法,只要交钱了事,根
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违法成本低导致了违法案件频

发,特别是食品、医药等领域问题屡禁不止。学生校服

事关青少年的健康和无数家庭的利益,应该引起政府

部门的高度重视。
1.3.2 监管触角不到位,存在监管空白

由于学生校服采购覆盖生产厂家、供货商再到学校的

全过程,监管部门无法及时到位,处在监管部门的真空区

域,形成了监管覆盖的缺失,这些问题为学生校服安全埋

下了隐患。此期间学生校服可以横行无阻进入学校,加之

教育部门验收不严,失去了监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导致整

个监管链条断裂。虽然工商部门肩负流通环节的质量监

管责任,其监管方式仅为专项检查和消费者投诉,在专项

检查中只能发现已经上架的产品,对厂家和进入学校后的

产品无处查起;消费者投诉方面,学生家长怕引起学校的

误会也不积极投诉,导致了流通环节监管的减弱。一直以

来,我国缺少学生校服监管的法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校

服规范标准,质监部门对校服质量的监管只能纳入到对生

产厂家的监管中。
1.3.3 准入比较宽松,从业者参差不齐

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很多前置事项改

为后置或者备案事项,部门准入门槛降低,涌入大量从

业人员。在学生校服领域,有些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道
德缺位。个别生产厂家无视产品质量,终端市场也有

商业贿赂出现,全国查办的案件中涉及校服利益交换

的呈逐年上升趋势。

2 行政管理部门对校服监管主要做法及方式

2.1 质检部门源头监管

近年来,国家实行质量兴国战略,加大质量问题的

查处力度,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小作坊进行严厉打击,不
断加大违法成本。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对存在问题

的厂家进行查处,一定范围内遏制了质量的下滑。
2.2 工商部门流通环节监管

工商部门围绕大数据分析消费心理和消费热点投

诉信息,制定专项整治任务,利用国家信息系统对网络

校服网站(网店)、平台进行跟踪,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查

办案件,从消费环节加强监管。利用部门间监管系统,
共享工商局端的经济户口,为其他部门提供数据共享

服务,推动联合执法,部门执法。工商部门近几年大力

推行“放管服”改革,帮助很多市场主体办理了营业执

照,逐渐有小作坊转入了正规经营;同时实行了“双随

机”监管,将市场巡查改为了市场抽查,意味着工商部

门很难进行全覆盖监管,只能通过投诉举报、专项整治

等方式对校服进行有效监管。
2.3 教育部门末端监管

教育部门在校服采购程序和供货商选择上采取了

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改变了学校自主采购的方式,
采取了通过财政系统进行集中采购,同时对校服供货

商提出要求,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层级,透明了采购流

程,同时还积极征求学生、老师、家长的意见,在款式、
颜色上更加活泼。

3 对策建议

3.1 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提前制定双

随机任务清单,利用双随机摇号系统,随机抽取市场主

体,随机分组执法人员,通过预定的比例,现场核查原

料、进货、验收情况、质量控制情况、出厂检验情况等,
同时要加强宣传,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学生校服专项标

准,监督和宣传相结合,帮助生产厂家加深对标准和规

章的理解,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为提高学生校服质量

发挥积极作用。由于监管模式的转变,工商部门要加

大宣传力度,鼓励校服使用者通过投诉启动执法程序,
通过投诉解决校服质量问题。
3.2 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

学生校服管理是一个既系统又专业的工程,分为

前期设计、投入生产、集中采购、质量监督、售后服务等

环节。各部门具体分工为:教育部门做好校服的管理

工作及业务指导,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产品抽检和执法

检查;质监部门做好生产环节质监工作;工商部门做好

流通环节质监工作。学生校服每个环节主体涉及的部

门,内容有独立有交叉,互相联系,需要多部门共同联

动监管解决。探索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联

席会议,建立联络,共同制定措施,加强监管,协调重大

问题,改进工作。具体来说,质监重点监管中标企业,
监管重点是面料、校服、出厂手续等。教育部门与供货

商建立联系,建立校服送检制度。一旦发现校服有问

题,采购单位要与生产厂家交涉,按照合同办事,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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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退赔工作。学生校服供应商销售无法保障质量的

产品或产品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或者不合格冒充合

格的产品,由质监、工商按照分工依法监管,情节严重

的取消准入资格。
3.3 教育主管部门发挥作用

普通学校和民办学校的校服由教育部门根据标准

组织采购。有特殊要求的可在教育部门的批准监督

下,参照采购办法用竞争性谈判的办法进行。针对学

生身体变化快、活泼好动的特点,企业建立承诺制度,
公布服务电话,加强零售点的管理,提供个性化服务,
提高服务水平。相关机构的人员在校服采购中,如存

在违反程序、收取回扣等行为,由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处

理。要加强教师、学生、家长的教育管理,对校服实行

集中采购,防止个别教师私自联系,造成校服质量的下

降。校服监管关系到每个家庭,作为校服监管部门应

该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以审

慎的心态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挑战,主动服务,切实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互相联动,破解新

问题,迎接新挑战。要积极创新服务理念,适应学生的

成长,满足家长的需求。校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服饰,它
不仅具有普通服饰所具有的基本功能,而且它还具有

独特的教育意义[3],它是校园文化氛围的重要组成部

分,能够展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特色。
3.4 关于新时期校服监管机制的考虑

首先要结合机构分类改革的关键机遇,让全社会

都知道校服的监管部门是市场监管局,这个机构将肩

负起责任。在未来家长可以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
视、微博、微信等有效手段,将“消费维权进校园”等活

动结合起来,让它们渗透到人们的心中。要充分用好

用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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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基一

〔2015〕3号)文件,进一步对管理部门提出意见,由于

中小学生校服主要由地方教育部门主管,所以,教育部

门和校服供应商应保持沟通和联系。
学生校服质量,关乎学生健康,人人有责。但学生

校服质量问题根源涉及很多方面,质量提升不是短时

间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个部门能解决的。守住安全底

线需要教育、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并与生产企

业、校方、家长共同参与解决。要通过提高校服质量管

理意识、健全校服质量监管机制、加大校服质量惩处力

度、构建校服质量共治体系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校服质

量监管[5]。各地政府应明确强调保障校服质量安全的

要求,积极夯实保障校服质量的产业基础。中小学生

校服质量监管涉及环节多,需要多部门多机构紧密配

合,教育与市场监管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教育

部门应当承担校服监管责任,牵头完善多部门联动工

作机制[6]。市场监管部门对校服进行全方位监管,从
厂家到销售商实现无缝监管,不断改善校服质量。推

动健全校服技术标准体系,规范校服采购秩序,提高教

师、家长、学生民主参与程度。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工作

机制,对提高校服品质、保障学生安全、充分发挥校服

育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7]。要按照四部委的文件要

求,检测机构要主动做好技术服务,注重科学界定自己

的检测数据。制服的质量检查周期短,大而集中,只有

一个技术检验机构无法按时、按量完成“双检”任务。
针对校服生产加工企业的实际特点,监管部门要充分

发挥当地检验机构的作用,努力适应校服监管新形

势[8]。

4 结语

学生校服产品涉及千千万万的学生家庭,其产品

质量安全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其样式影响学生的

形象和气质养成。建立和完善学生校服管理制度,确
保其品质,发挥其育人和审美功能,保障广大学生健康

成长,是学生、家长、学校的共同愿望。这就要求政府

及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紧密协调,健全各项制度,不
断提升学生校服管理水平,努力构建让社会放心的学

生校服管理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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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yinvestigatingarchaeologicalobjectsandconsultingliterature,thehistoricalbackgroundofthetimesinwhichLeizu

livedwasexplored.CombingwithlifeofLeizu,thecostumeshapesoftheLeizuwasdelineated.ThecostumeshapesofLeizuindiffer-

entperiodswerecompletedfromthefolkgirltotheeducatorandthewifeoftheYellowEmperor.Itwasproposedthatthecostume

shapesintheancienttimesshouldbebasedonhistoricalfactsandcombinedwithartisticimaginationtocreateimages.

Keywords:Leizu;clothing;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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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onStrengtheningtheSupervisionofStudents'Uniform
toPromoteHighQualityDevelopmentundertheNewSituation

ZHAOYin-dou
(SichuanProvinceFiberInspectionBureau,Chengdu610015,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regulators,thecurrentsituationandthemainsupervisionmethodsofschooluniformswere

studiedsystematically.Theideasoflarge-scalesupervisionandcross-sectoralsupervisionwereproposed.Specificsuggestionsonhow

toachievethisregulatorygoalwerealsoputforwar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regulatoryauthoritiestoformulateregulatorymeas-

uresforschooluniforms.

Keywords:student;uniform;supervision;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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