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茶产地位置编码与标识要求》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经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下达 2022

年第四批省地方标准（数字化）制修订计划，项目名称为《浙茶产地位置编码与标识要求》。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标准编写的目的、意义

茶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在中国人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茶质量需求日益凸显，其中包括对茶的制作工艺，茶的原产地、种植地信息以及品牌

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总书记在浙江安吉考察时指出，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

一方百姓。近年来，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推动茶叶产能持续扩大，产业链建设整体水平提升，

但在茶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凸显了一些问题，如部分地区无序发展，茶园面积增长快，

但设施装备支撑不足，个别茶园弃管失管，不少非原产地茶以贴牌、冒牌方式销售。

2021 年 9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总社正式出台 《关于促进茶产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引导、加大扶持，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要加强市场

监管，规范生产经营主体的市场行为，加强产品包装标识管理，完善鲜叶产地来源等标识内

容。《浙江省关于深入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坚持“生态高效、特色精品”目

标定位，优化茶叶区域布局、大力实施生态茶园建设，打造地域特色鲜明、产品特性突出的

区域公用品牌，创响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市场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目前茶产业作为浙江省最主要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全省已有茶叶品牌 200 多个，2021

年生产茶园面积超 300 万亩，产量 19.2 万吨，产值 264 亿元，已成为我国产区范围最广、

涉及茶农最多、产业规模最大、区域优势最强。我省在推进数字化改革进程中，茶叶追溯过

程中茶叶包装标识上无法准确体现产地位置，为了确保茶叶及其制品的安全性和对问题产品

的有效召回，需要其生产企业能够进行无疏漏的产品溯源。因此，在目前已建立的采用商品

条码作为信息载体的茶叶制品安全溯源系统中，产品亟需结合浙茶产地位置标识，进一步对

原产地位置进行溯源，从而有效加强浙江各类茶产品的品牌保护，提升各类浙产精制茶的产

品价值。



目前，原产地编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原产地位置编码不统一。不同区域各自采用封闭

的自编的编码体系，相互之间数据交换困难，目前针对不同区域的原产地位置编码尚未有明

确规定。二是茶叶及其制品的商品条码编码与原产地位置编码关联性不够。在质量安全追溯

与产品召回管理上难以关联商品原产地位置信息，也导致各地从位置编码上无法对地理标志

农产进行统一的产地保护。三是大量茶叶原产地尚无编码。大量农事活动无法系统记录，更

无法有效叠加到茶叶等农产品编码上，导致茶叶等商品追溯链条中缺少源头重要环节。

本标准的研制与实施，一方面，为茶叶产地位置编码提供标准依据，有助于政府部门对

茶叶产地位置信息化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助力我省重要农产品茶叶追溯体系的顺利实施，

实现上下游追溯体系的对接和共享，为应用管理、多跨协同、大数据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支撑；

同时，为全国茶叶产地位置数字化管理树立创新性示范标杆。

3、主要工作过程

（2）2022年6月——2021年8月，成立标准起草组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成立《浙茶产地位置编码与标识要求》标准起草组，起草组查阅了

国家标准《商品条码 位置编码与条码表示》，调研了浙茶产地位置编码现状与需求，形成了

标准立项建议书与方案，并向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申请立项。

（3）2022年9月，标准立项

2022年9月16日，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开展了标准立项评估会，现场经过专

家投票通过。2022年9月21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下达2022年第四批省地方标准（数

字化）制修订计划，本标准为计划之一。

（4）2022年9月，标准研讨与征求意见

为提高标准的科学性，2022年9月22日，起草组组织起草单位和行业专家开展技术研讨

会，提出增加“产地”的术语与定义，优化4.1小节编码结构、删除参与方位置码在数据共

享中的应用示例等建议。起草组根据专家建议进一步研究完善标准文本，形成编制说明。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GB/T 16828-2021《商品条码 参与方位置编码与条码表示》，

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

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和 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

等进行，使标准更严谨、更规范。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浙茶产地位置码的编码、条码表示及应用，适用于浙茶产地的标识、自动

识别与数据采集及电子数据共享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9项标准文件；含1项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国家标准，1项省级地方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引用了GB/T 12905中的术语，引用和提出了“参与方位置码”和“茶产地”两项

术语和定义。

（4）编码

本章给出了浙茶产地位置编码的代码结构，给出了厂商识别代码、位置参考代码、校验

码等部分的编制规则。

（5）条码表示

本章给出浙茶产地位置编码的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表示。

（6）应用

本部分规定了浙茶产地位置编码的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要求，并引出应用示例的附录。

（7）附录

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给出了校验码的计算方法。

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参与方位置码条码表示示例。

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给出了农事管理和箱包装管理的应用示例。

三、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与确定过程

在本标准研制过程中，在充分调研浙茶产地信息化管理的需求，查阅《商品条码 参与

方位置编码与条码表示》（GB/T 16828-2021）、《商品二维码》（GB/T 33993） 、《 快

速响应矩阵码》（GB/T 18284）、《 DB33/T 2489-2022 基于 GS1 系统的重要产品统一编码

规范》（DB33/T）等相关标准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标准的核心内容，整个标准的制定

工作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应用性。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未出现过重大分歧。

七、贯彻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

容）

本标准针对浙江省内浙茶产地位置给出具体的、统一的编码规则，并基于统一的原产地

位置码编码规则进行统一管理，并能与茶叶及其制品的商品条码编码体系进行关联，从而在

信息化、数字化层面达成浙产精制茶的原产地保护、完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我省茶产

业的绿色发展，提升我省各大品牌茶的品牌价值，加强品牌保护，并可在全球使用，与国际

接轨，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共同富裕。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浙茶产地位置编码与标识要求》

省地方标准起草组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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