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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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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起源地特色产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http://www.baidu.com/link?url=GN1f3jvwEQ_lEWhkw4LbXEvv6WX9pvdu365wYBjmVlpodwfme9iS5tZa932lONxsjNZ4Wp3cFd0_8-fQF_K8LI11ota04SJM-Ep2AeX5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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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中国起源地标准体系中的一项标准，为统筹推进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定标准团体标

准建设，精准服务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经济强国方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关于培

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为高位构建和推动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统筹推进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

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件的制定，用于通过对区域特色产品的评定，使用特定标识，有效推动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

品牌和一乡一品产业发展模式的完善工作，通过强化标准引领力争实现对全领域、全环节、所有产品的

有效溯源，让人民群众有渠道了解每个地方特色产品的实际生产源，让老百姓认识到、购买到区域特色

好产品，让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走向世界，让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走向世界，守护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

的根脉和灵魂，更好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文件的知识产权归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起源地特色产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所有。

本文件由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起源地特色产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推广实施和管理。

http://www.baidu.com/link?url=GN1f3jvwEQ_lEWhkw4LbXEvv6WX9pvdu365wYBjmVlpodwfme9iS5tZa932lONxsjNZ4Wp3cFd0_8-fQF_K8LI11ota04SJM-Ep2AeX5GBS
http://www.baidu.com/link?url=GN1f3jvwEQ_lEWhkw4LbXEvv6WX9pvdu365wYBjmVlpodwfme9iS5tZa932lONxsjNZ4Wp3cFd0_8-fQF_K8LI11ota04SJM-Ep2AeX5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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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定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定的术语与定义、基本原则、合规性要求、评定指标、管

理体系、申报和认定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的评价认定。

本文件适用于企事业单位、特色产品创始人、品牌创始人等生产者、发明创造者，用于生产好产品

和特色产品并进行记录和标识。消费者能直观的通过中国起源地大数据库和起源云平台购买使用到起源

地特色产品，并了解到品牌和产品特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635.1 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3761—2017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T/CAB CSISA 0002—2018 企业产品标准评价通则

T/OTOP 1001—2021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起源地 place of origin

各物质、非物质的起源、发源或产生的区域。

3.2

特色产品 featured products

特色产品指某地特有的或特别著名的产品，有文化内涵或历史，强调品质感观上具有“特别的或独

特的状况或品质”。

3.3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 characteristic products of Chinese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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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起源、发源、产生的区域生产，在国内外销售,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或代表地方风土文化的产品。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包含特色农作物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特色非遗、特色技艺、特色科技、

特色文化创意产品、特色民间文化、特色文学、特色艺术、特色表演、特色品牌、特色饮品、特色花卉、

特色中药、特色思想价值观念、特色方式方法等类别。

3.4

起源地特色产品标签/来源标签 origin characteristic product label/source label

标明特色产品来源信息的标签。

3.5

评定 evaluate

通过申报、调研、评价、计算，对某个产品进行一系列综合评分，从而确定产品对象的意义、价值

或者状态的判断。

3.6

评定指标基准值 benchmark value of evaluation index

评定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而设定的指标参照值，核心指标里体现数据模型、量化。

3.7

特色指标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a）在区域内利用特有的资源或采取特质的生产加工技术，工艺流程；

b）特定土壤环境、水环境、空气环境等自然条件下生长生产；

c）在成分，风味，口感或观感形态等方面具有明显地方特色；

d）具有一定的历史或人为背景和社会知名度；

e）有一定的民族传统工艺和历史文化传承；

f）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g）其他特色指标。

4 合规性要求

a)申请人须是合法资格主体；

b)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拥有申报产品的合法注册商标且与核准类别一致；

c)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符合区域发展规划，具有区域代表性；

d)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应遵循符合法律法规、质量优良、效益良好、技术装备先进、发展前景广阔

五项原则；

e)已按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和实施了文件化的管理体系，需有效运行三个月以上；

f)在质量、安全、技术、环保和卫生等方面满足适用强制标准；

g）三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环保和卫生等事故、行政处罚和违法行为。

5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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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特色产品类别确定的原则

选取地域特征和地域特性优势明显的特色产品，结合特色产品所在地，合理确定特色产品的类别。

5.2 指标选取的原则

围绕特色产品相关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特殊属性，从特色产品形成的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出

发，结合技术工艺先进性、生态环境管理期望、企业社会责任等维度，选取能够表征该类特色产品主要

起源地特征、能够量化并可检测验证的定量指标和可准确描述的定性指标，构成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

用评定标准指标体系。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定标准指标的选取不应该限制市场竞争行为，也不应牺牲品牌的质量、

性能，品牌产品质量、安全或其他一些强制性标准应作为评价的前置基础。

6 评定指标

6.1 指标体系框架

特色产品的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特色产品起源地、特色产品特征、

特色产品特性、特色产品环境等维度指标。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基础上依据特色产品的特色和特色产品

的文化，从特色产品起源地范围、产地特征、产品特性、生态环境等维度，结合特色产品现有标准实施

情况等侧重选取。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定标准技术细则评价指标的内容框架见附录示例。

6.2 评定指标选取

6.2.1 产地指标

特色产品主体所在地指标从以地域特征和产品特性的形成地为考量，从行政区划、地理坐标、产业

分布等维度选取能准确表征特色产品主体所在地范围的定性指标。

6.2.2 特色产品主体所在地指标

特色产品主体所在地特征指标是指在水、土、气、人文、地理、工艺等方面与特色产品主体所在

地特征有关联的指标。

6.2.3 特色产品环境指标

特色产品环境指标是指与特色产品特征特性形成与环境要素有关的指标。

6.3 指标基准值确定原则

应根据特色产品和产业特点，以评价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为目的，采用资料收集、田野调察、现场

研讨、检验检测、文献检索、中国起源地智库专家咨询等方法，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基准值。在确定指

标基准值时，合理考虑本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宜以符合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价标准为取值原则，

体现中国起源地产品特色和管理优势。

6.4 指标的评定方法

定量指标应给出计算或检测方法，相关的计算或检测方法宜优先采用已有的国家标准、 行业或地

方标准、企业标准等；定性指标应给出符合性的定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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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起源地特色产品的现代管理体系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评定要求的申请人宜按本文件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有效的文件化和现代化

的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以确保申请的特色产品的真实性，能持续满足本文件及评价技术细则要求，不

断实现更高的产品品质和管理绩效，推动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高质量发展。

8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来源体系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的经营者和运营者宜建立完善的来源体系，保持产品的原料、来源、生产、运

输、销售、品控管理等详细记录全过程各节点来源。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的来源和寻根探源管理文件另行制定。

9 申报和认定程序

9.1 申报程序

9.1.1 申报书

申报特色产品满足合规性要求、评价指标要求等要求，依照本标准内第5基本原则中的规定原则如

实填写,申报书模版参见附录A。

9.1.2 申报者的有效证件

申报人身份证、申报主体营业执照等。

9.1.3 辅助材料

申报主体依照本标准内第 6 评定指标中规定的各项指标准备以下辅助材料：

a)单位产品文字材料、高清照片电子版、视频等材料；

b)贵重物件、不宜寄送的物品的证明资料。

纸质资料均用 A4 纸，并加盖申报主体公章；每个产品必须填写一个申报书，均须一式一份申报，

自留底稿。

9.2 评定程序

9.2.1 材料审查

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对申报组织上报材料进行文审，并视

情征求相关部门、机构意见。

9.2.2 现场审查

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赴申报单位组织进行现场审查。

9.2.3 确定候选名单

召开研讨会会议对初选名单进行初审，并确定候选名单。

9.2.4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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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名单在中国起源地官网或新闻媒体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日。

9.2.5 认定公布

公示期满，候选名单经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审核同意，确定为批准名单，并通过中国起源

地官网或新闻媒体网站向社会公布。

9.2.6 入库登记

申报资料经过编辑、审核、登记后，入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数据库和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名录，入

库信息可进行查询。

9.2.7 颁发证书

对评价为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的，由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进行颁发证书。中国起源地特色

产品标志可印刷在产品包装上。

9.3 复评和变更

申报单位符合本标准的评定的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证书有效期三年，到期重新评价换发，逾期不参

加评定或不申请换发凭证的，禁止继续使用过期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证书。

已获评价认定的生产企业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等事项的，应在三十日内向起源地文化

传播（北京）中心单位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10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管理机构宜加强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牌知识产权管理，可采取包括但不限千下

列措施：

a)从与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合理开发、应用、推广、保护等方面，不断完善管理

措施，促进知识产权的开发，规范知识产权的使用管理，维护权利实体的权益；

b)通过建立标准、信息等知识共享平台，促进知识在区域内企业合理转移与创新。

11 持续改进

起源地文化传播（北京）中心宜根据监测与评价结果，确定持续改进的目标，包括区域特色产品战

略规划调整、具体对标学习其他区域的最佳实践。

12 标识

符合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通用评定标准团体标准要求的申报主体的特色产品，经起源地文化传播

（北京）中心授权后，可在生产、销售、宣传等过程中合理合法使用“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标识，标

识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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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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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申报书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总经理

经办联系人 性别 职务

网址 手机(微信) QQ或邮箱

申报产品、项

目、服务

行业类别

所在区域及其

地理环境

文化价值

发展现状

发展规划

获得荣誉

(可附页)

备注



T/OTOP XXXX—2022

11

附 录 B

（规范性）

中国起源地特色产品认定表

项目 评审依据 申报情况 得分

申请企

业

概况

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包括注册资本和生产能力。(满分 10 分)

企业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层次具有企业影响力的。国家级 5

分：省级 4分；市级 3分。计高分, 不重复计分。(满分 5分)

产品具有一定市场规模, 包括销售收入、在企业产品中的占有

率、市场占有率。(满分 10分)

申报企业拥有合法的产品商标权，提供注册商标复印件， 计 5

分。商标注册正在办理中, 并有国家商标局受理证明的，计 2

分。(满分 5分)

申报产

品情况

申报产品商标受驰名商标法律保护(行政裁定, 法律保护) 、省

著名商标、市(地)知名商标。国家级 5分;省级 4分; 地市级 3

分。计高分， 不重复计分。产业扶贫带动情况及获其它商标荣

誉认证的可酌情给分, 但总分相加不超过 5分。(满分 5分)

包装设计标识规范，标准。(满分 10分)

产品生产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HACCP 认证、GMP 认证、CE、FDA 等。可结合行

业生产标准酌情给分,最高不超过 10分。(满分 10分)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测量管理体系

认证、有机产品认证、绿色产品认证、无公害产品等认证, 并提

供认证复印件。(满分 10分)

产品特色分，获得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农产品地

理杨标志认证得3分,名牌产品得2分,如无认证可根据产品特色

酌情给分(满分 5分)

专家酌

情给分

提供样品, 专家根据产品包装外观、口感、质量等方面酌情给分。

(满分 10分)

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优势, 符合当地优势区域布局, 为当地龙头

产品。由专家组根据相应行业评分。(满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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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组织认定的奖项,其它获奖情况。由专家

组根据所获奖项在行业中的权威性酌情给分， 此项不包括第 5

项、第 6项内容。(满分 10 分)

评审组评审意见： 中心意见：

评审组组长签字：

时间：

授权人签字：

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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