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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区块链应用管理要求》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承担单位、参与人员

为面向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追溯体系与食品相关市场主体行为追溯体系，中国副食流通协

会委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牵头制定《食品追溯区块链应用管理要求》标准。项目编号为：

T/CFCA0005－2021。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智信追溯研究院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湖南工业大学、北京物资学院、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

中心、上海海洋大学、苏州鸿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凯姿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御馨生

物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中科易德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唯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创益绿色数字研发有限公司、贝富（广州）

新技术有限公司、中钞信用卡公司、北京福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创益绿色数字研发有

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郭炳晖、高海伟、米志龙、殷子樵（待添加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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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2021年 1月，起草组召开工作会议，确立了标准修定的基本原则，针对

食品追溯区块链应用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在比较研究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撰写了《食

品追溯区块链应用管理要求（讨论稿）》和《标准编制说明（讨论稿）》等材料。

2. 2021年 2-5 月，起草组面向行业征求意见。共发函 11份，回函 11份。

3. 2021年 7月，起草组召开工作会议，主要研究了食品安全监管追溯流程与食品相关

市场主体行为追溯与管理特点以及各类应用管理要求指标。期间，起草组组织了多次行业调

研，收集主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数据等信息，并充分了解国内外法规及行业发展的动

态。在此基础上，起草组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进行进一步修改，重点是对区块链技术特征

应用管理指标进行合理化调整。

4. 2021年 10月，起草组再次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并决定在标准

中加入过程控制等内容，会后向各单位征求意见。

5.2021年 11月，起草组在综合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一步完善并

提交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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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规定食品追溯区块链的信息分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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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相关原则与方法；

2. 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规定针对食品追溯区块链

信息安全技术的安全保护基本要求；

3. GB/T28843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规定对于冷关联物流食品的追溯管理要

求；

4. GB/T37029 《食品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规定用于食品追溯区块链的信息记录要求；

5. GB/T38154 《重要产品追溯核心元数据》规定重要食品追溯的核心元数据范围；

6. GB/T38156 《重要产品追溯交易记录总体要求》规定重要食品追溯交易记录的总体

要求；

7. GB/T38157 《重要产品追溯追溯管理平台建设规范》规定食品追溯区块链平台的建

设规范；

8. GB/T38158 《重要产品追溯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规定食品追溯区块链系统建设

的基本要求；

9. GB/T38159 《重要产品追溯追溯体系通用要求》规定食品追溯区块链体系的通用要

求；

10. GB/T38574 《食品追溯二维码通用技术要求》规定食品追溯过程中的二维码通用技

术要求；

11. GB/T38563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防伪溯源验证》规定食品追溯过程中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防伪溯源验证标准；

12. GB/T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规定食品追溯参与方的

管理要求。

（二）其他法规

1. 追溯区块链建设符合《“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2017）》及《关于深化

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2019）》的要求；

2. 食品生产及检验流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19）》的要求。

三、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1.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GS1 在 2017 年发布了 GS1 全球可追溯性标准 GS1 Global

Traceability Standard；在 2021年发布了 GS1 全球可追溯性合规标准 GS1 Global Traceability

Compliance Criteria Standard.

2. 欧盟在 2000 年发布了对于牛肉及牛肉产品的信息追溯标签的相关法规及其实施细

则：Regulation (EC) No 1825/2000 & Regulation (EC) No 1760/200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labelling of beef and beef products；2002年又出台了是欧洲食

品可追溯性法规：Regulation (EC) No 178/2002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food

law,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and laying down procedures in matt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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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3. 美国 2002 年发布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防范和反应法案 Public Health

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ct of 2002；2009年发布食品安全强化法

案 Food Safety Enhancement Act of 2009；2011 年发布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1。

4. 日本关于 2003 年发布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安全基本法》；同年发布牛

肉及牛肉制品信息追溯的法案有：《牛の個体識別のための情報の管理及び伝達に

関する特別措置法》

四、标准的制（修）订与起草原则

按照食品流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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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适当参照国际标准。

五、确定各项技术内容

起草工作组在接到标准修订任务后，迅速开展了行业调研及标准梳理工作，确定了以

下修订内容。

（一）关于术语定义

1.增加了食品的定义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及国内法规标准的梳理情况，食品的定义和标准明确，同时为了与其

他食品类标准保持一致，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食品的定义。

2.增加了追溯码的描述

经行业调研发现，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追溯码为条码、二维码、RFID 或组合码等。因此

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原定义中关于追溯码的规定。

3.增加了追溯系统的描述

经行业调研发现，为满足行业发展需要，向消费者更好地提供全生命周期追溯服务，

在标准中增加了原定义中关于追溯码的规定。

4.增加了区块链的描述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及国内法规标准的梳理情况，国际国内对区块链的分布式共享账本

和数据库本质特征及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

特点有明确的表述。同时为了与其他区块链类标准保持一致，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

了原定义中关于追溯码的规定。

5.增加了节点的定义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国际国内对区块链网络中的节点有明确的定义，同时为了明确节

点和节点数对食品追溯区块链应用的影响，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节点的定义。

6.增加了中心化的定义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区块链网络中的去中心化标准明确，同时为了与现阶段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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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中心化、去中心化、多中心化的定义。

7.增加了联盟链的描述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联盟链的组织模式标准明确，同时，国际国内对用户接入或退出

联盟链网络需要授权机制有明确的说明，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原定义中关于联盟

链的规定。

8.增加了信息编码的描述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及国内法规标准的梳理情况，国内外对信息编码是一一对应的数学

规则变换有明确的标准。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原定义中关于信息编码的规定。

9.增加了信息采集的描述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及国内法规标准的梳理情况，国内外对信息采集的可靠性、完整性、

实时性、准确性、易用性原则有明确的标准。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原定义中关于

信息采集的规定。

10.增加了信息存储的定义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为了体现追溯系统里的信息数据多节点多地存储共享的区块链特

色，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信息存储的定义。

11.增加了可信信息的定义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为了体现区块链追溯系统里的信息数据唯一、不可篡改的特性，

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可信信息的定义。

12.增加了区块链网络协议的定义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及国内法规标准的梳理情况，区块链网络协议的定义和标准明确，

同时为了规范管理区块链网络，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区块链网络协议的定义。

13.增加了链码的定义

根据行业调研情况及国内法规标准的梳理情况，区块链网络中不同实体相互交互的业

务逻辑有明确的表述，强调区块链追溯系统追溯码的唯一性、不可复制和变更等特性，同时

区别区块链溯源和传统普通溯源，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增加了链码的定义。

六、标准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评估

新标准发布实施后，应用区块链技术开展食品追溯应用管理将会形成标准化体系，有利

于推动我国食品流通领域的健康发展，有效提升食品供应链中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应用区块链

技术开展的食品追溯业务和服务的水平和标准化程度。新标准中各有关指标的调整总体符合

行业发展方向，且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社会舆论风险可控。

七、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 月 15日，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征求意见，共收到意

见 11条，采纳 9条。主要意见包括区块链术语定义、信息追溯对象等。

2021年 7月 1日至 2019 年 7 月 10日，起草组召开会议对标准进行研讨审定，共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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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0条，采纳 12条。主要意见包括标准文本标号、标准编制说明编写文字修改、标准对

象范围等。

2020年 10月 15日至 2020年 10月 30日，起草组召开会议对标准进行研讨审定，共收

集到意见 8条，采纳 5条。主要意见包括前言、标准名称、术语和定义、指标界定等。

八、标准实施日期和实施建议

实施日期建议，建议标准发布后 6个月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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