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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技术规范  服务器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17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文件指出要探索推进工业机器人、大型港口机

械、计算机服务器等再制造，将再制造行业的关注点拓展到了计算机

服务器领域。2019年4月，部分服务器再制造企业向中国物资再生协

会再制造分会提出本标准立项建议。2019年5月，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再制造分会分别到慧镕电子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伟翔环保科技发

展(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亚康环宇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了实地考

察，确认了服务器再制造技术水平和制定团体标准可行性。 

为了更好地推动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扩大其影响力，中

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与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和中国文化办公

设备制造行业协会等相关社会组织达成协议，共同开展这项团体标准

的研发工作，在完成成果后联合归口和发布。2019年7月，再制造分

会向中国物资再生协会提交了《再制造技术规范  服务器》团体标准

立项申请，获得立项批复。 

2.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8月，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积极联系服务器及再

制造领域有关专家，组建了标准编制小组，制订了标准编制实施方案，

将各项内容进行分解，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提出标准研制进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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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标准编制小组根据任务分工进行了资料收集和调研工作，

了解国内服务器再制造工艺水平、产量以及有关企业的基本情况，提

出了标准制定方案和工作计划。对国内相关标准文件进行查询、分析

和研究。研究确定标准草案框架，包含范围、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

和检测方法等条款。讨论如何补充和验证有关基准值的数据和其他信

息。 

2019年9月，在对资料和调研结果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标准编

制小组起草了标准草案。为了保证标准文本中条款的科学性和适用

性，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在上海召集了团体标准启动会，并

聘请有关专家对草案把关。 

2019年10月，根据上海会议意见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对标准文本

进行修改。经和企业的进一步沟通和查阅文献，10月29日形成修改稿。

同日，将修改稿发送给全体参会人员征求意见。根据汇总意见，再次

修改草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19年11月5日，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组织召开了征求

意见稿研讨会，会议代表22人。同时，通过邮件渠道定向8位业内专

家征求了意见。综合会上和会下的意见，起草组再次对标准内容进行

调整，形成《再制造技术规范 服务器》送审稿草案和编制说明。 

2020年9月，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和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

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和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通过网站，以

及公众平台对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公开征求意见，截止10月4日，

收到修改建议共16 条，其中13条被采纳，2条部分采纳，1条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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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调整，形成报批稿草案。 

2020年12月18日，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在北京组织召开

了《再制造技术规范 服务器》团体标准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一致

通过该标准的审查，并提出了7条审查修改意见。编制工作组根据审

查修改意见，经过反复校核，形成报批稿。 

3.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参加本项团体标准工作的单位主要有慧镕电子系统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北海琛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伟翔环保科技发展（上海）有

限公司、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清研再制造

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张家港清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宜达胜办

公设备再制造有限公司、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

造行业协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魏巍、曾树深、陈宏棉、康俊峰、孙裕珑、

唐斐、李丽、郑郧、殷劲松、陈卫权、明媚、赵直、梁希嘉、罗健夫、

何杰朗、李轩宇。其中，罗健夫、明媚、赵直、梁希嘉主要负责标准

整体结构的起草，魏巍、康俊峰、何杰朗、李轩宇主要负责再制造要

求、再制造产品要去与检验检测部分的起草，其他起草人负责各章节

的修改完善工作。 

二、团体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指导思想 

按照GB/T1.1-2020规则起草，保证与GB/T 28619-2012 《再制造 

术语》、GB/T 9813.3-2017 《计算机通用规范第3部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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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943.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等国内标准的

原则和要求协调一致。 

2.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遵循以下原则： 

（1）协调性：保证本标准与本标委会的标准体系协调一致、与

国内现行再制造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与国内现行服务器相关标准协调

一致； 

（2）适用性：结合服务器生产企业管理实践和产品的环境特性，

提出对企业的基本技术要求和产品的具体指标要求。 

3.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设置 6 个章节，具体包括： 

（1）范围 

本标准的定位即是为废旧服务器的再制造提供指导。 

服务器再制造可分为硬件恢复、软件更新和数据处理等部分，软

件和数据部分涉及到了知识产权，难以统一标准，本标准对这些部分

暂不做规定，再制造过程中也不对其进行处理。 

从硬件恢复角度，涉及到了企业管理、厂区建设（设备设施、环

境环保）、进货、检测、分类、组装、检验、包装等环节，这些内容

在本文件的再制造要求部分作了规定。同时还提出了对再制造服务器

各主要部件和整机产品要求与检验检测规则，以及再制造服务器的标

识标志和包装。 

（2）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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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参考 GB/T 9813.3-2017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3部分：

服务器》、GB 4943.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 

9254《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等国内标准的原

则和要求。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引用了GB/T 5271.1-2000、GB/T 5271.11-2000、GB/T 

9813.3-2017和GB/T 28619-2012中的“服务器”、“处理器”、“内

部存储器”、“弃用件”定义，根据标准需要改写了“服务器再制造”、

“可直接使用件”等定义。为使对行业相关名词有统一认识，本标准

还给出“主板”、“机械硬盘”、“固态硬盘”、“扩展卡”、“机

箱”、“线缆”、“废旧服务器”、“再制造服务器”等相关定义。 

（4）再制造要求 

该部分包含除试验和标志包装部分外对服务器再制造的各环节

的技术要求，包括管理和作业两大部分要求。 

1）管理 

管理分为管理体系、设备设施和安全环保三部分。 

作为再制造企业，区别于普通的维修或回收处理企业，应当建立

自身的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并保持。为了保证企业对各环节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标准

对管理制度和记录的保存期作了要求。 

设备设施对再制造企业的基本场地、环境条件、环境保障设施等

提出了要求。安全环保对弃用件和废弃物处置、人员安全提出了要求。



 

 7 

这两项本文件不作明确指标要求，但应能保证生产正常和安全进行，

企业更多地需要考虑当地的规范、环境和环保要求。 

2）作业 

本文件暂将作业分为入库、拆解、清洁、分类、装配五个环节。 

① 入库 

废旧服务器入库需要做好记录工作，由于不同厂家和型号的服务

器结构会有差别，该部分建议按照厂家和出厂型号进行初步分类并分

别存放。 

② 拆解 

该部分将服务器的主要部件归纳为：机箱、处理器、硬盘、内部

存储器、主板、扩展卡、电源、线缆。拆解的主要原则是不造成二次

损坏，鼓励企业制订作业规范保障拆解顺利进行。 

③ 清洁 

该部分对主要部件的清洁方式和效果作了规定，区别于机电产品

再制造的清洁方式，服务器主要部件主要通过物理方式除尘，因而该

部分不用“清洗”，使用“清洁”进行描述。不同零部件的清洁度要

求不一，至少应保证无灰尘、无纤维丝、无残渣、无金属屑等。 

④ 分类 

分类存在废旧服务器和零部件拆解前以及拆解过程中，依据为标

准5.1 主要部件规定内容，沿用了GB/T 28619-2012中的概念，主要部

件根据检测结果分类为：直接使用件、待修复件或弃用件。 

其中，一般的主要部件根据检测情况直接分为直接使用件或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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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机箱可通过简单修复达到5.1要求，分为直接使用件、待修复件

或弃用件。 

⑤ 装配 

该部分主要对装配好的产品的外观状况和性能进行要求。考虑到

服务器非常多种的种类、型号及架构，装配应保持各部件的兼容性。

装配过程应进行压力测试。 

（5） 再制造产品要求与检验检测 

该部分规定了各主要部件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整机的技术要

去和检验方法、以及检验规则。其中： 

1）主要部件 

目前包括了机箱、处理器、硬盘、内部存储器、主板、扩展卡、

电源、线缆。 

各主要部件的技术要求主要集中在原装、寿命达标和功能正常三

方面。用于再制造的零部件应当是原装件，通过标签、铭牌、拆卸痕

迹等方面进行确认，通过外观状况判断其使用情况，对这些方面进行

要求用于保障零部件的可溯源性和质量寿命。通过装机和软件测试，

检验部件的功能和性能。 

2）整机 

对再制造服务器产品的功能和性能提出了明确要求，基于再制造

产品主要性能和质量不低于原型新品的要求，该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

GB/T 9813.3-2017中各项对新品的各项要求，根据服务器再制造的特

殊性和生产实际情况进行了增减。对整机的要求包括：外观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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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性能、安全、运行稳定性、电源适应能力、电磁兼容性和噪声。 

3）检验规则 

服务器再制造生产和产品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定型检验）、生产

过程例行检验和交收检验（出厂检验）。在生产过程中应对所有产品

进行全数例行检验，产品交收检验应采取抽检方式检验，产品设计定

型或产品生产定型时应进行型式试验。其中对例行检验和型式检验项

目做了要求，交收检验由企业自行确定。 

（6）标志和包装 

该部分规定了产品出厂应包含的标志和信息，基本原则为再制造

产品应当对消费者做出明确说明。 

三、 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录及其使

用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四、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年）》指出“加快高端

智能再制造标准研制。加强高端智能再制造标准化工作，鼓励行业协

会、试点单位、科研院所等联合研制高端智能再制造基础通用、技术、

管理、检测、评价等共性标准”，再制造标准体系的完善是再制造行

业近两年的工作重点。另一方面，随着政府信息化、行业互联网+、

数字化转型，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下数据量与数据结构的深刻

改变，加速对传统的IT架构进行变革，中国服务器市场也保持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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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势头，为服务器再制造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标准先行 引

领发展”，本标准将弥补服务器领域再制造标准的空白，为相关再制

造企业提供依据和指导，有利于服务器再制造产品的质量保证和产业

规范化发展。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我国

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 

不适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本标准符合再制造相关国家政策。 

本标准符合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再制造技术规范 服务器》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