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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农产品供应服务质量要求 大闸蟹》 (计划编号：中国标协

〔2023〕167 号)，此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上海蟹状元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食之有未（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共同制定，属于

团体标准，拟于 2023 年 6 月前完成报批，归口于中国标准化协会。 

二、必要性和可行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国家“十四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完善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并强调要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当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庞大、快速的农

产品供应网络，但“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

服务质量偏低、管理水平落后、服务标准体系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已

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瓶颈 

蟹产品作为一类重要的农产品，属名贵淡水产品，味道鲜美，营

养丰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由于不易保存运输，蟹卡蟹券的发行

既可以解决生鲜易坏问题，还利于商家提前营销回笼资金，成为不少

人的选择。大闸蟹的流通环节是集中度比较高的，每年的市场还保持

着 20%的增长速度，基本是生鲜领域中增速最快的几个品类之一。市

场上大闸蟹销售方式多种多样，有线下直接售蟹的，有线上购买蟹卡

蟹券后到线下提货或快递卡券到家的，有通过电话销售的，还有线上

直接购买现货邮寄到家的。同时，大闸蟹产品价格多变，产品型号令

人眼花缭乱，“螃蟹券”如今被曝出的问题不在少数，首先是“螃蟹

券”无法让消费者看到实物，只能根据商家提供的有限信息加以判断，

这让消费者无法对商家未来所售螃蟹实际情况加以把控。如果有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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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其词，或因天气等各种客观因素影响，后续交付螃蟹无法达到预

售宣传所称的质量、分量等标准，无疑会让消费者花了冤枉钱。这也

是“螃蟹券”引发众多消费者投诉的原因所在。其次，随着蟹券的泛

滥，兑换难、蟹券空转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因为蟹券既没有市场

指导价也没有行业指导价，叠加送礼的需求，让面值高、折扣低的销

售模式成为行业惯例。 

本文件围绕大闸蟹农产品供应服务过程中涉及到的蟹品筛选、包

装、贮存物流、提货和售后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规范性要求，推动

大闸蟹发卡企业提供优质的供应服务，保障大闸蟹农产品质量和服务

质量。通过研究制定高水平的大闸蟹供应服务质量要求团体标准，以

点带面，促进生鲜领域乃至整个农产品供应链水平的提升。 

三、主要工作过程 

1、2023 年 2-3 月，组建标准起草组，对大闸蟹农产品相关标准

及要求进行梳理与分析，对国内大闸蟹供应龙头企业、主流电商平台

等进行了调研与研讨，并召开了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管理、市场化运

营、品牌化发展”专家研讨暨启动大会，对大闸蟹供应服务过程中的

相关方的需求，以及农产品供应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及解决方法等进行

了深入了解与沟通，初步构建了农产品供应服务质量要求的主体框架

和草案稿； 

3、2023年 3 月，召开标准立项专家评审会并通过了立项评审，

4 月 19 日下发了立项通知； 

4、2023年 4 月，起草组组织召开了 2次标准起草组研讨和 1 次

企业调研，对标准草案的范围、术语定义、服务流程、服务要求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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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了讨论与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征求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四、编制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结合消费者关注的大闸蟹供

应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大闸蟹经营机构的发展情况，重

点考虑消费者在使用商品兑付卡购买大闸蟹产品过程中的实际需要。 

2、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件吸纳总结了多种大闸蟹供应服务经营模式以及龙头企业、

主流电商平台等不同经营主体的实际工作经验与需求，从大闸蟹养

殖、筛选、配送、贮存、包装、销售和售等供应链相关环节，对涉及

的服务质量都提出了相应的规范要求。 

3、 

五、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对于大闸蟹农产品供应服务，特别是针对大闸蟹兑换卡券的内容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大闸蟹农产品

相关的国家标准主要集中为对大闸蟹本身蟹种特征的描述与规定，以

及从地理标志产品及扶贫项目运营管理的角度进行了规定；行为标准

主要集中在在农业、水产、出入境检验检疫等行业领域，对不同蟹种

产品的检测技术、认证要求、养殖要求等进行了规定。与供应服务相

关的包装、贮存、电商、配送、售后等各个环节，有相关的通用的服

务标准，内容更偏向于原则性要求，对大闸蟹农产品供应服务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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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特殊性不强。 

与农产品供应服务、大闸蟹相关的标准有 GB/T 34343-2017《农

产品物流包装容器通用技术要求》、GB/T 34344-2017《农产品物流包

装材料通用技术要求》，本文件遵循了相关标准中关于包装、物流、

服务等有关内容的要素，结合大闸蟹农产品供应服务的特点制定了供

应过程中的基本要求、服务流程和服务要求。 

六、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给出了大闸蟹农产品服务质量要求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定义、基本要求、服务流程、服务要求、服务质量评价

与改进 8个版块的内容。其中：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闸蟹供应过程中的基本要求、服务流程和服务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用商品兑换卡形式，开展大闸蟹供应服务的机构。 

2、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给出了“农产品供应服务、商品兑换卡、门店”3个术语

定义。 

“农产品供应服务”是指为客户提供农产品养殖、筛选、包装、

物流、销售以及售后处理等服务的活动及其产生的结果。 

“商品兑换卡”是指以指定的票卡或票据作为货币与商品的连接

的一种特殊票卡，可在企业指定门店、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

行一次性兑付特定商品的凭证。 

“门店”是指为持有商品兑换卡（3.2）的消费者提供大闸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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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与售后服务的实体店场所。 

3、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包括总则，场所、设施要求以及管理要求 3个方面。 

总则是对经营机构的经营范围、产权关系、配备技术人员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场所、设备要求是对经营机构的场所、规模和检测

设备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管理要求是对经营机构的管理制度、预

付资金及信息保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4、服务流程 

本文件给出了大闸蟹供应服务流程，一般包括养殖、筛选、配送、

贮存、包装、销售和售后等方面，详见图1。 

 

图1 大闸蟹农产品供应服务一般流程图 

 

5、服务要求 

结合“服务流程”，在“服务要求”部分分别对养殖、筛选、配

送、贮存、包装、销售和售后等 7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1）养殖。包括了大闸蟹的种质与培育要求、养殖管理 2 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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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闸蟹的亲本、养殖技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养殖用水等方

面给出了可参考的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筛选。包括了对大闸蟹的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和检测规则

2 个方面。参考 GB/T 19957、DB43/T 1072.1 等标准内容，列表给出

了大闸蟹感官要求和质量等级；参考 NY/T 841 给出了理化指标及检

验规则要求。 

（3）配送。对大闸蟹配送过程中的工具、污染、包装、损耗等

内容进行了规定，并给出了可参考的现有国家标准。 

（4）贮存。包括门店前期准备和门店暂养要求 2 个方面。门店

在收到大闸蟹产品前，应做好充分的物料准备工作，包括清洗蟹缸准

备、养缸准备、相关物料准备等内容，并详细给出了首次清洗蟹缸准

备、养缸准备、第二次清洗蟹缸准备、相关物料准备等环节的具体要

求。门店在收到大闸蟹产品并在店内进行暂养时，对大库蟹的入库管

理、清洗、异常处理等情况，提出了具体要求。 

（5）包装。包括包装材料、捆绑工艺和标签 3 个方面。从包装

材料的内容及卫生要求、捆绑材料的重量和捆绑方式，以及标签标识

的明示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6） 销售。包括商品兑换卡的发行与兑付 2个方面。对商品兑

换卡的卡面信息、管理要求，以及兑换方式、物流运输和特殊情况下

的兑付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7）售后。包括售后管理和赔付管理 2 个方面。从建立售后服

务平台、服务热线的内容和响应时间等，以及赔付的内容和方式等方

面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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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给出了经营机构供应服务质量的评价方式与改进措施，评

价方式包括通过门店消费者调研、投诉处理等建立门店服务质量评价

制度。改进措施包括通过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和服务质量评价，并根

据调查结果或评价结果，改进服务流程和服务方法，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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