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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产业数字品控工作指南》编制说明 

 

名称：黄酒产业数字品控工作指南 

起草单位：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童珈珈、陈祖榕、许志颖、李亚、孟於冬、许应成、秦汉华、

何军强。 

 

一、项目背景 

黄酒作为世界上三大古酒之一，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有4千多年历史），

文化底蕴最深厚，完全起源于我国的特有酒种，因而被誉之为国酒。 

黄酒是绍兴市传统的优势产业，作为国内黄酒最大的生产基地和出口

基地，其产量占了全国产量的 20%，出口量占了全国的 70%，是绍兴的区

域名牌产品。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

品需求作为人民群众的重要需求之一，其品质、质量、安全愈来愈成为社

会关注点。而黄酒作为公认的健康时尚的酒类之一，愈来愈收到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其更是享有独特的关注度。随着近年来的黄酒产业的发展，黄

酒消费适宜人群不断扩展，黄酒产品的区域辐射力、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

因此黄酒产品产业的发展迎来了趁势而上的大好机遇，消费者对优质高档

黄酒产品的需求更趋迫切，相应地，黄酒产品亟需要有更高优的产品标准

加以引领和规范。 

黄酒产业数字品控，是指黄酒产业以“浙食链”等数字化平台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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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化技术，将基础配置、生产运营以及销售管理等模块的对应信息

录入平台，实现信息可溯源查看的数字化管理。该地方技术性规范的制定，

是市场、产业、品牌共同需要和内在统一，有利于推动绍兴黄酒产品走内

涵式提升发展之路，真正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扩大绍兴黄酒产品的标准

影响力。同时，批量带动绍兴黄酒品质提升，集团式地培育绍兴黄酒拳头

产品，进一步巩固绍兴黄酒产业在国内国际的领先地位。从而提高产品在

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促进绍兴酒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对浙江经济发展

起到积极的作用。 

绍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黄酒产业的发展，以打造千亿级产业为目标，

通过顶层设计、政策支持、立法保护、市场监管、产旅融合等举措，推动

黄酒产业做大做强。绍兴黄酒产业作为中国黄酒产业龙头，坚持守正创新，

下好数字化改革“先手棋”，加快推进行业“黄酒大脑”建设，让数字化

改革为传统产业赋能，推动历史经典产业焕发新生。 

二、标准编制过程 

1.任务来源 

本规范由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

检验检测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为主起草编制，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在

浙江标准在线系统提交立项申请。2023 年 5 月 27 日，绍兴市柯桥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织在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六楼会议室召开

立项评估会，经专家评审通过了本规范的立项论证，并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经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柯桥区地

方技术性规范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获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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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规范由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

导申报，成立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

成的标准起草组，并确定标准主要编写人员，主要起草人名单见下表。 

序号 姓名 任务分工 

1 童珈珈 前期调研，整体框架搭建，工作进度安排，标准草案编写。 

2 陈祖榕 整体框架搭建，工作进度安排，标准草案、编制说明编写。 

3 孟於冬 前期调研，整体框架搭建。 

4 秦汉华 前期调研，对接专家组织研讨。 

5 何军强 前期调研，对接专家组织研讨。 

6 许应成 相关法律法规、已有标准梳理，标准草案、编制说明编写。 

7 李亚 
已有政策与相关资料梳理总结，确定数字化管理基本要求及模块要

求等内容。 

8 许志颖 已有政策与相关资料梳理总结，确定定义、数字化基本框架等内容。

3.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调研 

2023 年 1 月-5 月，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组织开展对

黄酒企业数字化品控工作的调研，收集国内外相关的产品标准，进行比较

分析。与生产厂家技术人员进行沟通，深入了解黄酒全产业链的生产过程

及检验方法。明确了数字化基本框架、数字化管理基本要求及模块要求等

内容。 

（2）标准起草阶段 

2023 年 5 月，由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为主的标准起草组对黄酒产业数字化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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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整理了已有相关政策文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并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和资料查证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出《黄酒产业数

字品控工作指南》标准草案初稿，并组织有关专家先后进行了 3 次研讨，

听取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

稿，由组长审核后报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立项申请，并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在浙江标准在线系统上提交立项申请。 

（3）立项阶段 

2023 年 5 月 27 日，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在绍兴市柯桥

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六楼会议室召开地方技术性规范立项评估会，经

专家评审通过了本规范的立项论证。 

专家组由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中国计量大学、浙江省标

准化研究院、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浙

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绍兴鉴湖

酿酒有限公司、绍兴咸亨酒业有限公司等 9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听取了标

准起草组对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前期准备情况和标准草案内容等

编制工作的汇报，审阅了立项评估材料，经讨论，形成如下一致意见：①

提供的资料齐全、规范，符合《浙江省标准化条例》的要求；②建议将技

术性规范名称修改为《黄酒产业数字品控工作指南》；③建议技术性规范

内容体现黄酒产业数字化工作亮点，补充数字化框架图。 

2023 年 5 月 31 日，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柯桥区地方技术性规范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本规范被列入名单

中。 



 

5

 

（4）征求意见阶段 

起草组认真听取了立项评估会 9 位专家的评审意见，经组内成员反复

讨论后，对专家建议进行了凝练与吸收。2023 年 6 月 12 日，起草组邀请

了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中国计量大学、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等单位的专家进行集中研讨，听取意见 18 条，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后，

2023 年 6 月 30 日提交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三、制订标准规范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 

（1）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起草。 

（2）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编制过程中要注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相关标准协调，避免

与法律法规、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给标准的实施造成困难。 

（3）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 

科学性：制定标准时首先要注意标准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否满足既定

的需求； 

先进性：编写标准草案时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内

外同类标准的要求与水平，在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积极地把先进内容纳

入标准，提高标准的要求与水平； 

适用性：在确定标准项目时首先要注意标准的适用范围，既不要让标

准所涵盖的领域过宽，使编制的标准没有实际技术内容；也不要让标准所

涵盖的领域过窄，造成对标准的肢解，无谓地增加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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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黄酒产业数字品控的定义、数字化基本框架、数字化管

理基本要求及模块要求，适用于黄酒产业的数字品控，可作为黄酒企业进

行数字化改造提升工作的参考指南。 

3.确定依据 

本规范将相关黄酒企业在数字化生产实践工作中的经验进行梳理归

纳，并经协调研讨而形成，主要内容制定参考的具体政策如下： 

［1］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第二批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

试点项目的通知》 

［2］浙市监食协〔2021〕3 号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浙

食链”系统建设应用的实施意见 

四、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制定的，同时主要与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之间的衔接协调。 

五、预期效果 

本规范的发布和实施，将推动区市场局对黄酒生产企业予以宣贯，督

促行业协会下发文件推动实施，有利于落实黄酒企业数字品控服务工作，

进一步规范黄酒企业生产流程中的品控管理，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更好的

做大做强黄酒产业，为千亿产业目标的实现而服务，全力打造区域特色产

业示范区。 

《黄酒产业数字品控工作指南》标准编写组 

2023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