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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追溯服务商分类与评价指标》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为了对信息追溯服务的技术供应商进行分类与评估，为各类企业在进行产品信息追溯体

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优质的信息追溯服务商，中国副食流通协会食品安全与信息追溯分会联

合多家起草单位牵头制定《信息追溯服务商分类与评价指标》团体标准。标准编号为：T/CFCA

0006—2021。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有：中国副食流通协会食品安全与信息追溯分会、xxx。

起草人员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

明的起草、撰写，组织召开研讨会，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征集、整理和归纳相关的

意见和建议。

（二）简要起草过程

1. 2018年 4月立项。

2. 2018年 5月 22日，起草组在北京召开启动会，确立了标准修定的基本原则，会后开

始撰写《信息追溯服务商分类与评价指标（讨论稿）》等材料。

3. 2018年 7月-2021年 8月，协会向重点食品上下游相关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4. 2021年 9月 28日，起草组在北京召开标准讨论会。

二、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一）涉及国内的标准

1. GB/T 2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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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2005：2007，IDT）

2.GB/T 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3.GB/T 28843—2012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4.GB/T 36313—2016 电子商务供应商评价准则 优质服务商

5. GB/T 19680—2013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6.T/CFCA 0001追溯对象编码规范

7.T/CFCA 0002企业产品追溯体系等级评价指标

三、标准的制（修）订与起草原则

按照团体标准制修订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严格以科学为基础，充分

结合我国行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适当参照国家标准。

四、标准编写的目的和意义

信息追溯在我国正在进入高速发展期，我国各类食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正在加快建立

追溯体系的步伐，但是信息追溯相关服务商的良莠不齐对用户企业建立追溯体系造成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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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追溯体系建设的发展。本项目的目的通过建立信息追溯服务商

分类与评估指标模型，从信息追溯服务商综合实力、信誉、技术体系、科研力量等方面，分

设备、软件、耗材、咨询等几类，对信息追溯服务的技术供应商进行分类与评估，为各类企

业在进行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优质的信息追溯服务商。本项目不仅可以为各

相关企业在选择信息追溯服务商时提供判断，并可规范我国食品行业追溯体系的发展，同时

还便于监管者对信息追溯服务商的监督。

制定本项目的意义：1.为生产企业、物流企业、商贸企业等选择合适信息追溯服务商提

供依据，为食品企业信息追溯体系发展提供指导和帮助；2.建立良好的信息追溯服务商发展

秩序；3.制约虚假信息追溯服务商对行业发展的影响；4.提高监管部门对信息追溯服务商的

监督管理；5.保障优秀信息追溯服务商社会价值及影响力。

五、标准的范围及主要内容

范围：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行业提供信息追溯服务的供应商评价原则、指标、方法和结

果表示。本文件适用于食品企业、第三方对提供信息追溯服务的供应商进行综合实力的评

价，也适用于食品追溯服务商自我评价。

预研内容：通过对大量的信息追溯服务商、企业外部影响力及企业内部管理系统、行业

服务平台进行调研，发现各信息追溯服务商对信息追溯的理解不同、服务效果和质量差异很

大，究其核心原因是信息追溯服务商分类与评估指标模型还没有形成，并由此造成了大量的

资源浪费和效率降低。根据调研结果，并进行多次专家论证及用户讨论，针对此问题得出结

论：1.建立起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信息追溯服务商分类与评估指标模型，解决用户在选择信

息追溯服务商无法评估其实力问题；2.形成一个便于政府监管信息追溯服务商的有效依据；

3.形成一个高度行业自治、公平竞争机制的管理标准。本标准规定了信息追溯服务商的分类

原则、方法、明确了我国信息追溯服务商的类型与评估指标。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各类信息追

溯服务商的界定，市场对信息追溯服务商的评价与选择，也可作为对信息追溯行业进行规范

与管理的依据。

主要内容：确立“食品追溯服务商”的定义，并通过咨询服务商、硬件服务商、软件服

务商、集成服务商四个大方向的评价原则按照服务商资质、服务商提供能力、服务过程、信

用与荣誉、社会责任五大评估指标分为 AAAAA、AAAA、AAA、AA、A五个等级，AAAAA

为最高，依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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