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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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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食品追溯 追溯体系总体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粤港澳食品追溯体系设计和实施的原则和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冷链食品供应链中全过程及各环节的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

施。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追溯体系traceability system  

支撑维护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供应链或部分生产和使用环节所期望获取信息的全部数据和活动的

产品追溯系统、追溯服务平台、追溯管理平台等组成的有机整体。 

2.2  

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 system  

基于追溯码、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讯网络，实现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追溯过程中相关数据的有机整

体。 

2.3  

追溯管理平台 

由政府管理，服务于行业和企业追溯管理和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追溯信息系统。 

2.4  

追溯参与方  traceability participant 

在供应链中从事产品生产、加工、包装、仓储、销售、配送、服务、管理等相关业务的组织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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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要求 

3.1 追溯体系建设应符合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3.2 追溯体系应设计兼容、可拓展的标准规范，实现追溯数据在大湾区内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3.3 应确保追溯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和合规性，并具备符合需求的追溯精确度。 

3.4 追溯体系应覆盖食品生产种养殖、食品流通、食品检验检测、食品通关、食品消费等相关环节的

追溯信息。 

3.5 追溯体系应在大湾区内建立食品安全信息通报案件查处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联动机制，加强粤港

澳食品安全合作，促进湾区食品行业共同健康发展。 

4 追溯体系设计要求 

4.1 总体架构 

追溯体系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应包括以下部分： 

a)广东省及港澳的食品溯源平台：溯源平台可由政府、企业或第三方追溯服务提供者承建，面向生

产种养殖、食品流通、检验检测、消费者等各类用户提供食品溯源相关服务，考虑到业务模式、网络环

境等因素，广东省内和港澳的溯源平台宜单独部署，并通过下述的数据跨境交换通道进行共享和协同。 

b)数据跨境交换通道：采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在确保隐私性、安全性、一致性的前提下，

为粤港澳三地食品溯源平台提供数据跨境交换和共享服务。 

c)大湾区食品安全协同管理平台：汇总大湾区内所有食品生产流通信息，通过对体系内各种过程数

据分析，确定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运行状态，提供食品安全事件快速应急处理；提供食安风险相关线索

可视化展示和智能预警，辅助监管人员进行靶向抽检，并通过对食品追溯信息的综合分析，为监管部门

提供相关的各类统计报表，帮助监管部门掌握市场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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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追溯体系总体架构 

 

4.2 一般要求 

4.2.1 追溯体系中的平台或系统应首先明确其用户角色、业务流程、功能需求等内容，并对追溯信息

的采集、存储、分析、交换等过程进行设计。 

4.2.2 追溯体系应结合产品特性、追溯成本等方面因素合理确定追溯单元。 

4.3 追溯信息采集设计要求 

4.3.1 生产种养殖环节追溯信息采集可包括产地信息、生产日志信息、投料信息、人员信息； 

4.3.2 流通环节追溯信息采集可包括进货信息、销售信息、运输信息、贮存信息、人员信息； 

4.3.3 检验检测环节追溯信息采集可包括检测机构信息、检测设备信息、检测项信息、检测结果信息、

人员信息。 

4.3.4 通关环节追溯信息采集可包括报关信息、出入境检验检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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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消费使用环节追溯信息采集可包括销售信息、使用信息。 

4.4 追溯信息存储设计要求 

4.4.1 追溯信息可采用纸质记录和电子信息手段存储，但是无论何种手段存储，均应有备份手段并需

制定相关制度明确保管人员职责； 

4.4.2 追溯信息存储时限应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一般不得少于 2年； 

4.4.3 追溯信息应实现机密性、完整性保护和有效性验证功能，防止数据泄露，防止非授权用户非法

获取及修改数据，保存授权用户对数据的修改记录及内容；应建立数据备份与容灾机制，定期对数据进

行备份。 

4.5 追溯信息加工分析设计要求 

产品追溯系统应结合产品特性、追溯成本等方面因素合理确定追溯单元并在系统中赋予追溯码和相

关追溯信息。 

4.6 追溯信息交换设计要求 

4.6.1 产品追溯系统应采用相关技术手段，确保企业内部关联追溯环节之间的追溯信息有效衔接； 

4.6.2 产品追溯系统应遵守相关标准，确保产品追溯系统与供应链上下游追溯系统以及相关政府监管

系统的追溯信息有效衔接； 

4.6.3 追溯信息交互接口应提供接入验证机制，保证交互数据的有效性；应提供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隐

私保护和防篡改功能。 

5 追溯体系评价原则 

5.1 合规性 

可追溯性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2 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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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应满足与追溯参与方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相结合的要求。 

5.3 完整性 

所有追溯参与方应实现内部追溯和外部追溯。 

5.4 唯一性 

追溯信息的编码和标识应采用国际通用的编码标识技术，或采用已发布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

具有唯一性。 

6 追溯体系持续改进 

应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对追溯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追溯追溯体系内的参与方应系统分析评

价的结果，并采取修订体系文件、改进追溯码编码方案、优化管理流程、加强人员培训等改进措施对相

关问题进行预防和改正，并对改进措施实施后效果进行必要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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