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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追溯性是跟踪目标对象历史、应用、

位置的能力，当对象为产品时，可追

溯性与以下内容相关： 

- 原材料和成份 

- 加工历史 

- 交货后产品的分布和位置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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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ISO 9000:2005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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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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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 1996年3月6日，英国政府承认疯牛病

对人类有致命危害； 

• 欧盟多国牛肉销量下降70%； 

• 给农业尤其是畜牧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食品监管部门面临巨大压力； 

• 欧盟从1997年开始逐步建立食品追溯

制度。 

 

食品安全追溯最早起源于欧盟，以英国疯牛

病危机为代表的食源性恶性事件在全球频繁

爆发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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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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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明确范围责任，快速召回，避免危害； 

• 2004年8月，荷兰查出一家农场的牛

奶二恶英超标，追溯出奶牛吃的土豆

皮饲料被二恶英泥土感染了；随后确

定欧盟有200多家农场使用了被感染的

土豆皮，迅速查封农场牛奶，受污染

乳制品未流入到消费者手中。 

 

追溯能够快速锁定问题范围，避免问题产品带

来更大危害，同时保护了每个合法经营者不被

“误伤”的权益，对于“劣币驱逐良币”具有

矫正意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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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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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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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供应链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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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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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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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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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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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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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是保证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基于风险管理的安全
保障体系和信息记录体系，是“事前防范、事后补救”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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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 内部流程进行标准化统一标识； 

• 建立关联链接，做好关键信息记录； 

• “向上一步，向下一步”。 

    一旦发生问题，即可按照从原料、成品、上市到最终消费整个链条所记载的信息进

行追溯，快速缩小问题范围，准确查出问题环节，直至追溯到生产源头，确保召回的高效

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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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 促进与消费者信

任关系的建立，促

进整个行业和市场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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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 保护消费者的有

效方式 

• 降低疾病风险 

• 接收相关信息 

• 维护消费知情权 

 

• 食品质量监管 

• 促进质量提升 

• 保证饮食安全 

• 风险预警和召回 

 

 

• 提升透明度 

• 提高供应链效率 

• 快速问题定位 

• 维护企业声誉 

• 树立积极形象 

政府 消费者 商业环境 

追溯能够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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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防控：迎合法律法规要求、产品质量

和安全管理 、防伪工具、精准召回 

• 成本控制：供应链优化、运营计划、损耗

管理、现代化高效物流 

• 提升效率：改善生产/操作过程、优化库存

管理 、提供扩展包装信息、品牌保护 

• 创造新机会：提升品牌价值、提升消费者满

意度、提升服务质量 

 

 

 
 
 

 
 

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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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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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消费者信任 

90%消费者高度关注食品安全，了解世
界范围内的安全事件，比如疯牛病、禽
流感。 

80%受访者曾经因为不可靠的产品来源
或者安全性考虑而放弃购买某件产品。 

40% 西班牙消费者愿意为产品的安全
保障多付出10%或者更多。25%的消费
者不愿多付。 

73% 欧洲消费者希望他们购买的产品
能够追溯。 

29.49% 中国消费者最关心食品安全
中的“全程追溯”内容，排在第一位。 

(Source: www.idtrack.org) 

消费者期望他们购买的产品是安全、优
质且质量稳定的。 

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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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16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 2015年  僵尸肉事件 

• 2013年  欧洲14国马肉事件 

• 2008年  中国奶制品受三聚氰胺污染事件 

• 1999年  比利时二恶英事件  

• 1999年  可口可乐历史上最大规模召回 

• 1996年  日本大肠杆菌 

• 1986年  英国疯牛病事件  

• 儿童玩具、汽车、药物、医疗器械等 

 

 

食品安全追溯最早起源于欧盟，以英国疯牛

病危机为代表的食源性恶性事件在全球频繁

爆发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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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对识

别、登记、标签表示、召回做出明确规定。 

• 欧盟《基本食品法》第18条明确要求，凡是在

欧盟销售的食品必须可追溯，否则不允许上市。 

• 食品信息法规(（EU）No 1169/2011)，要求

必须确保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等方式购买预包装

产品时，在购买前免费获得食品名称、成分列

表、营养数值、保质期、储藏条件、原产国等

强制信息。（2014年12月起实施） 

国际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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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追溯 



© GS1 2015 

• 《新牛肉标签法规》（EC）1760/2000号法规  
规定了牛类动物和有关牛肉和牛肉产品标签识别和登记制度。 

自2002年1月1日起，在欧盟销售的牛肉产品必须可追溯性。 

牛肉产品的标签上必须标明牛的出生地、饲养地、屠宰场和加工厂，否则不允许销售。 

• 《食品安全法规》（EC）178/2002号法规  
又称食品安全白皮书，涵盖了食品和饲料链条上的追溯体系等相关内容。 

自2005年1月1日起，在欧盟国家销售的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否则禁止销售或进口。 

• （EC）852/2004号法规    对初级产品的从业人员的记录进行了规定。 

• （EC）2065/2001号法规    鱼类可追溯性要求。 

• （EC）1830/2003号法规    转基因产品可追溯性和标记要求。 

国际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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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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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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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应对法》（2002年） 

       将食品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提出“实行从农场到餐桌的风险管理”。 

       明确产品生产和食品进口要求。 

- 要求国内外食品企业，在2003年12月12日前向FDA登记，以便进行食品跟踪与追溯。 

- 明确生产环节的违法行为。 

- 施行强制性管理，明确种植和生产企业必须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 

• 《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2011年） 

       法案授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进行强制召回，并建立食品溯源系统。 

 

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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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基本法》《国内牛肉可追溯准则》 

       从2004年12月1日开始，牛肉食品的加工者、供货商和零售商分别提供从屠宰场到零售/出口的

可追溯信息。 

• 零售行业消费者保障计划 

       可追溯性已成为使消费者对他们食品感到满意的市场工具。 

 

• 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也相继发布针对食品可追溯性的法律法规。 

 

 

 

 

国际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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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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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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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曾经危机四伏 

• 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 

• 影响中国制造食品的形象，加重国

际贸易中的不信任感； 

• 消费者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引发

食品质量信任危机； 

• 对国家形象、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带

来了严重影响。 

 

“苏丹红”、“红心鸭蛋”、“问题奶粉”、“福寿

螺”、“瘦肉精” 、“染色多宝鱼”等食品安全问题

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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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 

• 2015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

办发〔2015〕95号），推动采购可追溯产

品，营造有利于可追溯产品消费的市场环境。 

• 食药监总局、商务部等行政管理部门、地方

政府部门提出要求。 

 

国内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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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自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以来，关于

食品追溯工作的文件几乎每年都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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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 《食品安全法》              

23 

• 第42条 

       国家建立食品全程追溯制度。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农业行政等有关部门建立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全程追溯协作机制。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建立

食品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鼓励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食品追溯体系。  

• 第63条 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 

• 第47条、第50条、第53条、第1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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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 追溯系统建设 

24 

• 商务部“全国肉菜流通主体追溯系统” ； 

• 农垦局“农垦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 北京农业局“北京农产品安全追溯系统” ； 

• 伊利、蒙牛、茅台、五粮液企业自有系统； 

• 麦咨达“食品全面追溯系统”； 

• 阿里“满天星”计划； 

• 清华同方、远望谷等第三方公司开发的食品

追溯系统和产品的防窜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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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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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码、追溯标签形式各异 



© GS1 2015 

• “食品溯源体系标准不一，由企业自建的食品溯

源平台缺乏监管，变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码鱼目

混珠、以次充好的乱象。 

• 张冠李戴，乱贴追溯码；溯源码变成了企业的牟

利工具；溯源信息参差不齐。 

• 追溯码定制服务，200万个起定制，0.02元～

0.08元/个，自行定制追溯信息。” 

• 成为烧钱的噱头。 

追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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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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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实现完整食品供应链追溯。 

       某点或某段信息，不能及时定位，给快速追溯和召回带来困难。 

• 没有采用统一规则追溯码。 

       闭环内部编码造成“一物多码”，管理混乱、查询不便、无法在进出口使用。 

• 追溯系统之间互不兼容。 

       不规范、不统一、不兼容，信息“孤岛”造成供应链的反应迟缓和不确定性。 

现有追溯系统在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促进监管方式创新、保障消费安全等方面
取得积极成效，但也存在统筹规划滞后、制度标准不健全、推进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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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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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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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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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是中立的、非盈利的国际组织，致力开发用于提高跨国供应链的效
率和可视性的全球标准和解决方案。 

• 全球112个成员组织，服务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50万企业用户，全球每天扫描商品条码
的次数达50亿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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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 广泛应用于商业、食品、物流、建材、

服装、医疗卫生、出版、金融保险和服

务业等领域，每年为全球快消行业节省

3000亿美元！  

• 在中国，100多万家商超采用商品条码

技术；95%以上的快速消费品采用商品

条码；超过25万家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

员；商品条码数据达到5700多万条。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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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标识 
• 全球唯一的标识符 

- 标识关键字 

数据采集 
• 自动数据采集 

- 条码 

- EPC/RFID 

使用/应用 
• 简化商业流程 

- 追溯 

- 数据质量 

- 电子优惠券管理 

数据共享 
• 关键商业信息的交换 

- EDI（交易数据） 

- 产品信息共享（主数据） 

- 可见事件数据 

- 网络 

33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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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关键字 对象 举例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 产品和服务 罐头、巧克力条、音乐专辑 

全球参与方位置码(GLN) 参与方和位置 公司、仓库、工厂、门店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 物流单元 托盘上装载的单元、包裹 

全球可回收资产标识符(GRAI) 可回收资产 托盘、货箱、手提袋 

全球单个资产标识符(GIAI) 资产 医疗、生产、运输等设备 

全球服务关系代码(GSRN) 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关系 忠实顾客、医院医生、图书馆会员 

全球文件类型标识符(GDTI) 文件 税收要求、运输表格、驾驶执照 

全球托运货物标识代码(GINC) 托运货物 海运集装箱中一起运输的多个物流单元 

全球装运货物标识代码(GSIN) 装运货物 一起送达客户的多个物流单元 

全球优惠券代码(GCN) 优惠券  电子优惠券 

零部件标识代码(CPID) 零部件 汽车零件 

编码标识-关键字 

34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http://www.gs1.org/gtin
http://www.gs1.org/gtin
http://www.gs1.org/gtin
http://www.gs1.org/gln
http://www.gs1.org/gln
http://www.gs1.org/gln
http://www.gs1.org/sscc
http://www.gs1.org/sscc
http://www.gs1.org/sscc
http://www.gs1.org/grai
http://www.gs1.org/grai
http://www.gs1.org/grai
http://www.gs1.org/giai
http://www.gs1.org/giai
http://www.gs1.org/giai
http://www.gs1.org/gsrn
http://www.gs1.org/gsrn
http://www.gs1.org/gsrn
http://www.gs1.org/gdti
http://www.gs1.org/gdti
http://www.gs1.org/gdti
http://www.gs1.org/ginc
http://www.gs1.org/ginc
http://www.gs1.org/ginc
http://www.gs1.org/gsin
http://www.gs1.org/gsin
http://www.gs1.org/gsin
http://www.gs1.org/gcn
http://www.gs1.org/gcn
http://www.gs1.org/gcn
http://www.gs1.org/cpid
http://www.gs1.org/cpid
http://www.gs1.org/c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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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1应用标识符（AI）是有明确定义的标识符的集合，用于连接物理/逻辑

事件和与其相关的信息或业务消息。 

• 能够将不同信息纳入同一个条码符号表示。 

• GS1体系中有超过100种应用标识符。 

• 7个AI用于标识关键字 (GTIN, GLN, SSCC, GRAI, GIAI, GDTI, GSRN) 。 

• 45个AI用于贸易项目属性，比如净重、批号、有效期。 

• 28个AI用于物流单元属性，比如包含贸易项目数量、毛重、总容积。 

编码标识-扩展信息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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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条码-EAN/UPC 一维条码-物流 一维条码-Databar 二维条码 EPC/RFID 

 
 
 
 
 
 
 
 
 
 
 
 
 
 
 
 
 
 
 

数据采集 

36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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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零售单元 

零售单元/物流单元 

物流单元 

EAN-13 

ITF-14 

GS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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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交易数据） 

- EDI XML 

- EANCOM 

• 产品信息共享（主数据） 

- 全球数据同步网络 

- GS1 Source 

- 全球产品分类 

- GTIN+ on the web 

• 可见事件数据 

- EPCIS 

• 网络 

- ONS 

- GEPIR 

- Certificate Profile 

 

 

数据共享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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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使用/应用 

• 追溯 

- 零售&医疗 

• 数据质量 

- EU Food Information Regulation 

(FIR) 1169/2011 

• 电子优惠券管理 

- 贯穿生命周期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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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 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 GS1追溯解决方案 

• 追溯实施要点 

•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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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 or credit for a photo could be put in this 

space. You may adjust the height of this box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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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lines of text is no less than two and 

no more than five. 

 

 

 

 
 
 
 

 

GS1追溯解决方案 

GS1全球追溯标准（GTS） 

• 起始于2007年； 

• 18个国家的73名专家; 

• 来自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 美国食品营销协

会（FMI）、美国杂货制造商协会（GMA）、加拿

大农产品市场营销协会（CPMA）、欧洲ECR协会、

零售商沃尔玛、Wegmans、Albertsons、家乐福、

Casino、制造商都乐、雀巢、宝洁等； 

 提供了一套在供应链中基于GS1标准实施

追溯的工具。准确快速定位问题并移除不

安全或缺陷产品。避免各系统潜在冲突，

减少不必要成本，易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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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追溯解决方案 

四个组成部分 

• GS1全球追溯标准 

- 追溯参与方和角色 

- 追溯对象、数据和过程 

- 追溯商业需求和规则 

• 应用指南 

• 全球追溯评估 

• 应用支持 



© GS1 2015 

GS1追溯解决方案-GTS 

• 五大类，18小步 

- 计划和组织 

- 主数据整理 

- 追溯数据记录 

- 发起追溯请求 

- 信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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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和角色 

• 需要检索其历史、使用、
位置的物理实体。 

• 根据行业和控制程度不
同： 

 

-一批货物 

 

 

-物流单元 

 

 

-非零售单元 

 

 

-零售单元 

• 主数据 

- 参与方：GLN、地址、
联系人； 

- 产品：GTIN、名称、
分类、规格、重量； 

• 交易数据 

- 装载信息：发货通知
单号、发货/接收日期、
出发地/目的地、运输
者代码； 

- 物流信息：SSCC、内
装物描述； 

- 批次或单品信息：批
号/系列号、数量、保
质期； 

• 非公开 

- 成分、质量记录、分
析结果等。 

 

• 承运方/第三方
物流 

- 运输 

• 制造商/加工方
/初级生产者 

- 来源 

- 创建者 

• 零售商/销售点
/服务点 

- 创建者 

- 接收方 

• 仓库/分销中心 

- 创建者 

- 接收方 

- 来源 

• 政府 

追溯数据 追溯对象 追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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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追溯解决方案-GTS 

44 

行动步骤 

• 28项商业规则。 

- 品牌拥有者/追溯对象
发起者必须了解追溯
对象详细信息，并能
够响应追溯请求。 

- 追溯对象接收者必须
知道追溯对象来源。 

• 20项商业需求。 

- 贸易项目全球唯一标
识。 

- 追溯对象发起者和接
收者必须采集追溯对
象标识。 

 

 

• 一个摘要。 

• 列出了追溯过程18步中
的主要角色和参与者。 

商业需求 商业规则 

在供应链中实施追溯系统，需要所有相关的组织将原材料和产品的物理流与
信息流进行系统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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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全球追溯标准帮助企业满足食品质量和安全标准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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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C 认证(英国零售商协会标准，英国)； 

• IFS 认证(国际食品供应商标准，德国、法国)； 

• GlobalGAP认证（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 HACCP认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 SQF 认证(食品质量与安全认证，美国 )； 

• PTI（美国食品可追溯性计划）； 

• 美国生物反恐法案； 

• 欧盟《食品安全法规》（EC）178/2002； 

• ISO 22005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GS1追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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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追溯解决方案 

       商品条码是国际通用的商务语言，在全球产品追溯中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已在60多个国家成

功应用于果蔬、肉类、酒类等的追溯，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欧盟等多个国际组织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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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正式

推荐GS1追溯标准用于食品的跟踪与追溯。欧盟将

此种方法定义为“UN/ECE追溯标准”。 

• 2012年，ISO“产品安全”、“产品召回”两项标

准在重要位置引用了GS1标准。 

• 2015年9月，EPCIS标准正式成为ISO/IEC国际标准。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采用GS1追溯标准建

立全球召回平台。 

• 全球追溯有效性和一致性认证，认可审

核员89位，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

多家企业通过认证。 

GS1追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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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 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 GS1追溯解决方案 

• 追溯实施要点 

•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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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国际 

49 

追溯实施要点 

智利Subsole S.A.公司葡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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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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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实施要点 

美国SunFed公司果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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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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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实施要点 

德国Westfleisch肉类产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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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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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实施要点 

新疆特色瓜果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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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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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实施要点 

四川茶叶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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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烤鸭追溯 

• 北京直营店出炉的每只成品烤鸭配备唯一

的追溯条码； 

• 消费者可在网上查询烤鸭从养殖到成品的

所有信息； 

• 每只鸭子的产地、养殖过程、所吃饲料、

生长环境、是否打过防疫针、是在哪个店

售出的等原始信息； 

•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质量问题，将可根据原

始记录准确查询到相关责任人。 

成功案例-国内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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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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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实施要点 

吉林大米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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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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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实施要点 

中法跨国食品追溯-青刀豆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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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国际统一追溯标准，追溯编码以

商品条码为基础，全球可追溯； 

2.注重信息化，建立信息系统快速准确

收集追溯信息； 

3.实施门槛低，成本小。 

成功特点 

57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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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相关知识，分析成功案例； 

2. 分析自身情况，建立工作框架； 

3. 根据成本、管理等需求，明确追溯目标和范围； 

4. 按标准设计技术方案并实施； 

5. 建立文档资料系统并开展内部培训； 

6. 系统持续改进，定期进行内部测试。 

科学、规范、有效 

58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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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相关知识，分析成功案例； 

2. 分析自身情况，建立工作框架； 

3. 根据成本、管理等需求，明确追溯目标和范围； 

4. 按标准设计技术方案并实施； 

5. 建立文档资料系统并开展内部培训； 

6. 系统持续改进，定期进行内部测试。 

科学、规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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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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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 
精度 

商品
条码 

批号 序列号 追溯编码标识示例 特点 

品类 
追溯 

✓ 
确认主体责任，
供应链透明化 

批次 
追溯 

✓ ✓ 
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追溯与召
回 

单品 
追溯 

✓ ✓ 
防伪，防窜货，
消费者分析与
互动 

追溯对象编码 

60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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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对象编码 

61 

追溯实施要点 

Lot：20151203A 
追溯码 追溯信息 

商品 
条码 

名称、规格、图片、分类、
品牌、包装尺寸、证照…… 

+ + 

批号/ 
系列号 

原材料、添加剂、包装材料、
生产过程、加工过程、物流
信息、召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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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含义 格式 

00 SSCC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n2+n18 

01 GTIN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n2+n14 

10 批号 n2+an…20 

21 系列号 n2+an…20 

15 最佳食用期限 n2+n6 

17 有效期 n2+n6 

414 GLN  参与方位置代码 n3+n13 

37 物流单元内贸易项目数量 n2+n…8 

310n 净重 n4+n6 

常用的应用标识符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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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统一编码规则、数据采集指标、传

输格式、接口规范； 

• 与内部EDI、ERP、WMS等IT系统实现

数据对接； 

• 与贸易伙伴实现数据共享； 

• 对外实现数据查询服务。 

追溯系统 

63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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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1：产品标识、供应商标识和批号用

GS1-128条码表示，实现产品的

批次追溯。 

产品的GTIN 接收方的GLN 批号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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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2：产品标识、产品重量和动物来源用

GS1-128条码表示，实现牛肉制品的

追溯。 

• AI（01）指示后面的数据为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屠宰场采用具体的GTIN代码96901234567892表

示牛胴体； 

• AI（3102）指示产品的净重，为37.25公斤； 

• AI（251）指示动物来源的参考代码，这里指牛耳标号NL21243857。 

• 还可以用AI（422）表示牛的出生国、 AI（423）表示牛的饲养国、AI（7030~7039）表示屠宰厂、分割厂

代码。 

追溯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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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 食品追溯现状与发展 

•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 GS1追溯解决方案 

• 追溯实施要点 

•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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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是统一组织、协调、管理我国商品条码、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

技术的专门机构： 

• 1988年成立，隶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 1991年4月代表我国加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 

• 全国47个分支机构。 

2000年起跟踪国际食品安全追溯工作，最

早把食品安全追溯概念引入中国。十多年来不

断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追溯技术，探索追溯技

术在我国的实践应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67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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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主要起草单位 

1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2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3 农产品追溯要求 果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4 农产品追溯要求 水产品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5 农产品追溯要求 蜂蜜（TCWG2全国蜂产品标准化工作组） 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6 农产品追溯要求 茶叶 （TC339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7 农产品追溯要求 乳制品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8 葡萄酒追溯实施指南（TC313归口）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9 食品追溯 信息编码与标识规范（TC313归口）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10 食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 （TC313归口）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11 农产品追溯信息系统应用开发指南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12 猪肉可追溯体系基本要求 （商务部归口） 商务部畜禽屠宰管理办公室 

13 饲料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实施通则及基本要求 （TC76 归口）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14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TC269 归口） 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 

15 肉与肉制品的射频识别码(RFID)追溯技术要求（TC399归口） 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标准中心 

16 产品物流追溯系统一致性认证（TC267归口）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17 产品物流追溯系统关键控制点与一致性准则（TC267归口）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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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承担国家项目 

• 国家质检总局牵头，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负责实施，具有工程和建设双重意义的

重大项目。 

• 运用物联网和统一编码技术，建成企业、

省级、国家级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并实现

互联互通，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

监督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网络。 

• 建立1个国家平台、5个省级平台，覆盖

31省2000家乳制品和白酒骨干企业。 

 

2012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国家重点食品

质量安全追溯等七大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

工程之一（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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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承担国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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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牛肉、水果、蔬菜、跨国追溯等实施指南及案例集。 

71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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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实现超过5700万种产品和28万家企业的主体追溯。 

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与新疆、四川、山东、安徽等区域平台以及蜂产品追溯平台

等行业追溯系统对接，共有来自近4000家企业的两万多条追溯数据。 

通过网页和“条码追溯”手机客户端，向消费者提供追溯数据查询服务。 

72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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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追溯编码方案》 

 采用“商品条码”作为关键字，实现对批次和单品的追溯； 

 满足质检、工商等部门对食品在生产、流通过程的监管需求； 

 符合国际重要食品安全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企业易于实施，投入较小； 

 可推广、应用于工业化生产、同批同质的大多数行业; 

 专门针对生鲜果蔬、蜂产品、葡萄酒、农资产品、医疗器械等推出了编码追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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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追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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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批次层级的零售单元/包装箱追溯码 

• 由商品条码/箱码和产品批号两部分组成； 

• 两部分可分开表示，商品包装不用改变，实施基础强，实施成本小。 

• 也可采用一维条码或二维条码表示，易于快速扫描识读或手机识读。 

• 适合按批次生产的大多数食品。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追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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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单品层级的零售单元/包装箱追溯码 

• 采用商品条码标识产品种类，使用产品系列号为同一批次中的每个零售单元、各层级包

装箱、大包装原料产品、托盘等追溯单元赋予唯一单品编码。 

• 也可增加单品对应的批次信息，使用批号标识同一批产品。 

• 可采用一维条码或二维条码表示，易于快速扫描识读或手机识读。 

• 适合有特殊监管需求或高价值食品。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追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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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追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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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
追溯平台 

生产企业 

—数据源头，核心操作者  
销售者、消费者、数据服务 
—使用及推广者 

贸易商 

—数据源头，核心操作者  
审核 

—增值服务提供者 

上传、更新企业证照、 
商品证照及批次追溯信息  

数据使用、 
风险预警 

上传、更新企业证照及批
次追溯、物流信息  

对企业追溯体系有
效性进行审核  

Lot：20151203A 

Lot：20151203A 

追溯码 追溯信息 

商品 
条码 

名称、规格、图片、分
类、品牌、包装尺寸、
证照…… 

+ + 

批号/ 
系列号 

 

原材料、添加剂、包装
材料、生产过程、加工
过程、物流信息、召回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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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100多个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应用示范，涵盖肉禽类、

蔬菜水果、加工食品、水产品、

医疗产品及地方特色食品等，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77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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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食药监使用商品条码实现婴幼

儿乳粉等重点监管食品追溯与全品种

的食品管理。 

• 顺德区食药监实现食用油全程电子追

溯，使用商品条码结合产品批次，对

生产记录信息、原料采购信息、成品

销售信息实现实时记录和一体化动态

监管。消费者实时可查。 

• 成本低、易操作，计划扩展到大米、

白酒、小麦粉、肉制品及食用添加剂

等5个重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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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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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 

• 涵盖生产、流通、餐饮三个环节,通过商品

条码和批次，建立索证索票、进销存电子

台帐，实现监管信息共享； 

• 截止2014年6月，全省万家批发户、六万

余家零售户纳入监管、千余家生产企业、

2千家餐饮企业纳入监管； 

• 目前已推广至云南、宁夏等地使用。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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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 

• 厦门工商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 采用商品条码和生产日期进行流

通环节监管； 

• 截至目前，共有商家23266户，

商品品种15609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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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 

• 江苏食药监食品追溯公众查询系统； 

• 采用商品条码和批次信息作为关键字，实现食品安全追溯； 

• 截止目前，已有359家企业加入追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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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 

• 深圳市食品安全追溯信用管理系统； 

• 以商品条码为关键字，实现预包装食品从

生产、供应、流通到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追

溯验证，加强对食品全流程的追溯监管。 

• 已在天虹、华润万佳、沃尔玛、岁宝四家

企业完成试点，将推广至全市所有的超市； 

• 将向网络食品市场安全监管、农产品监管

和餐饮行业延伸。 

• 配套的两项特区标准已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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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乳制品企业电子台账及追溯信息系统； 

• 利用产品的条码和批次号，实现产品批次全程

追溯； 

• 原料来源、供应商资质证明、产品合格证明，

记录生产过程、出厂销售信息； 

• 100余家乳品企业使用，系统运行正常，各方

反馈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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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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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商品条码的追溯技术： 

 

 

84 

辅助政府部门完成食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监管工作； 

帮助企业满足政府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升企业和产品竞争
力、实现利润最大化； 

真正实现全供应链追溯，让消费者“买的明白、吃得放心”。 

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能够实现食品的国际追溯；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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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的实施主体是企业。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

人，政府提出明确统一的追溯要求，不能替企业去做追溯。“好产

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 

食品安全追溯的标识编码要统一。能够保证追溯信息的内容准确、

格式规范，使信息共享和交换成为可能，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

真正实现高效、低成本的食品安全追溯。 

食品安全追溯要与国际接轨。中国不可能脱离国际大环境单搞一套，

必须要遵循国际一致的追溯方法，快速融入产品的国际大流通。 

食品安全追溯要讲成本效益。要有利于行业健康长远发展，要为企

业带来好处和效益，针对不同的使用环境和环节采用适当的技术。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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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 

www.gs1.org.cn 

yuy@ancc.org.cn 

010-842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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