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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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鼎宏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质

标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昆明互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七

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理漾濞核桃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天保桦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石林鸿坤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云南云澳达坚果开发有限公司、果然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丽江华坪金芒果生态开发

有限公司、昆明中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普洱绿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地标运营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廖春燕、张跃彬、崔秀明、梁虹、钟敬恒、张梅、吴政斌、樊德明、岳健、

钟毓、冯昆、易平、杨靓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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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农产品及食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农产品及食品综合分级的产品范围、产地区域和产品文化评定原则、评定内

容、评定条件和评定程序等。

本文件适用于对云南省内已获批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

标）的农产品及食品进行综合分级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产品

来源于农、林、畜牧、渔生产活动中生产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初级产品及初级加工品。

受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二〇号

3.2

生产主体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依法取得生产、经营资质的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3.3

地理标志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产自特定地域内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定

本质上取决于其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

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

理办法》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是集体商标注册。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规定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品质和

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志。

4 产品范围、产地区域

4.1 产品范围

4.1.1 食用农产品

食用农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a) 茶叶：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花茶、袋泡茶、紧压茶、其他茶叶。

b) 粮食及其制品：米、面、油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薯类及其制品；杂粮及其制品；其他粮

食及其制品。

c) 果蔬及其制品：新鲜水果、水果制品、新鲜蔬菜、蔬菜制品、食用菌及制品、其他果蔬及其制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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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肉、蛋、乳及其制品：鲜肉、肉制品、蛋及蛋制品、乳制品、其他肉、蛋、乳及其制品。

e) 水产品：活、鲜及冻品；干制品；腌制品；其他水产品。

f) 蜂产品：蜂蜜、蜂王浆、其他蜂产品。

g) 香辛料及调味品：辛香料、调味品、其他香辛料及调味品。

h) 坚果及其制品：坚果、坚果制品，其他坚果及其制品。

i) 咖啡。

j) 酒。

k) 食用花卉。

引用于《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修订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公告》

4.1.2 非食用农林产品

非食用农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a) 天然纤维。

b) 林木、观赏花卉。

c) 烟叶。

d) 饲用植物。

e) 天然橡胶、树脂、树胶。

4.1.3 中药材

中药材包括但不限于：

a) 植物源中药材。

b) 动物源中药材。

4.1.4 畜禽产品

畜禽包括但不限于：

a) 家畜及其加工产品。

b) 家禽及其加工产品。

4.1.5 其他农产品及食品

4.2 产地区域

4.2.1 主要产区

指地理标志产品的初级产区，该产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产品品质特征的形成具有关联性，产出的地

理标志产品具备普遍的品质特征，且具有一定的特定品质，能够满足一般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要求。

4.2.2 重点产区

指地理标志产品的中级产区，该产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产品品质特征的形成具有高度关联性，产出

的地理标志产品具备良好的品质特征，且具有突出的特定品质，能够满足中端消费者的品质要求。

4.2.3 核心产区

指地理标志产品的高级产区，该产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产品品质特征的形成具有密切关联性，产出

的地理标志产品具备最佳的品质特征，且具有某些特别突出的特定品质，该产区生产的高端产品产量有

限，能够满足高端消费者的品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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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级划分及评定原则

5.1 星级划分

依据地理标志产品所涉及的基本条件、产地区域、产品品质、产品文化、产品工艺等（见第 7 章）。

综合划分为一星产品、二星产品、三星产品、四星产品、五星产品五个级别，最低为一星，最高为五星。

一星产品综合评定执行附录 A 规定；二星产品综合评定执行附录 B 规定；三星产品综合评定执行附

录 C规定；四星产品综合评定执行附录 D规定；五星产品综合评定执行附录 E规定。

5.2 评定原则

综合评定遵循下列原则：

a) 客观。应采取相关方法对评价对象信息进行采集、调查核实，尊重事实，真实反应。

b) 公正。应按科学的方法和规范的程序，公正的开展综合评定活动。

c) 保密。应严格保守评定对象的商业秘密。

6 申报要求

6.1 申报主体

应由生产主体向评定机构申请分级评定。

6.2 否决条件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不具备参评资格：

a) 近三年出现经营异常，或是受过行政处罚的生产主体。

b) 未建立产品标准，或未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而组织产品生产的生产主体。

c) 生产主体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

d) 影响评选公正性的其他原因。

7 评定内容

7.1 基本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申报主体纳入参评对象：

a) 生产主体连续经营 2年或以上。

b) 生产主体已获得相关生产资质。

c) 生产主体已建立自身产品质量控制性规范等。

7.2 产地区域

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对地理标志产品品质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的自然区域环境。主要产区、重

点产区及核心产区的产品品质，应具有直观的差异性。

a) 产品的特定产地范围，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

标）所划定的范围：

b) 产地的自然环境（自然地理、气候、气象、水文、土壤、植被、微生物等）具备生产农产品

的基本条件。

c) 产地区域无重大污染源。

7.3 产品品质

产品具有独特的外在感官特征和内在理化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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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具有的特定感官特征和理化指标的设置，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中相关特定品质的规定。

b) 产品具有的品质指标不低于农产品及食品有关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同时产品可以具有国家有

关标准规定以外的感官和理化品质特征。

c) 产品具有区别或优于同类产品的特定品质指标。

d) 产品特征品质指标，由第三方法定检验机构检测得出。

7.4 产品工艺

利用各类生产工具对各种原材料、半成品进行加工或处理，最终使之成为成品的方法与过程。本标

准规定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及食品的工艺，包括种植规程、养殖规程及加工工艺。

a) 产品具有清晰、规范的规程和工艺流程。

b) 生产主体制定有质量控制规范，产品经法定检验机构检测合格。

7.5 产品文化

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农产品及食品在产地客观

存在，具有一定的发展历程，在相关历史书籍、文献、报纸、杂志或其他媒介中有相应记载。

8 评定程序

8.1 评定机构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为常设评定机构。

8.2 评定小组

评定机构根据相关标准需组建评定小组，小组成员根据评定内容、行业范围，由熟悉本行业的专业

人员、科研人员及从事相关行业工作5年以上人员组成，评定小组人员不少于5人。

8.3 形式审查

评定机构收到评定资料后，初步对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资料至少应包括：

a) 评定申请书。

b) 申请人依据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和附录 E 中所列的评定条件提交佐证资料。

8.4 现场核查

评定小组根据需要对评定对象进行现场核查，核查内容依据相关评定条款，同时评定人员做好现场

核查记录。

8.5 综合评定

评定小组根据提交资料和核查情况，对相关评定内容进行分析，形成初步评定意见，并出具综合评

定报告，提出综合评定等级建议。

8.6 报告评审

评定机构内设置专业委员会，对评定小组提出的综合评定报告及资料进行审核，提出评审意见，确

定综合评定等级，并返回至评定机构进行复核确认。

8.7 初审公示

评定机构依据初步评定结果，通过相关媒体向社会公众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内对初步评定

结果存在异议的，可以向评定机构提出异议，由评定机构受理并处理，超过公示期提出异议的，评定机

构不予受理，公示期满无异议的，评定机构颁发证书。

https://baike.so.com/doc/6380286-65939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18612-524423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2414-56187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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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颁发证书

评定机构向被评定企业及产品颁发云南省地理标志星级产品荣誉证书（以下简称“荣誉证书”）及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品等级证书（以下简称“等级证书”）。

星级标识应与附录F中图1的版本一致，荣誉证书版本应与附录F中图2的版本一致；等级证书版本应

与附录F中图3的版本一致。

8.9 复评

评定对象对评定结果存在异议的，应在 15 天内向评定机构提出异议复评申请，评定机构确认可以

复评的，予以受理，评定对象提交补充材料后，进入复评程序。

8.10 结果发布

评价机构通过相关媒体向社会公众发布评定结果。

9 证书使用及管理

9.1 使用

9.1.1 使用期限

获授权使用的荣誉证书及等级证书均为有限期证书，使用期限2年，2年期满需按本文件规定重新申

请。

生产主体在获得荣誉证书及等级证书的次年，向评定机构递交该年度符合评定要求的证明材料。

9.1.2 使用范围

授权使用荣誉证书及等级证书的生产主体，其获得的荣誉证书、等级证书和星级标识可在下列情况

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本身、包装、标签、标牌上。

b) 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

c) 展览会、博览会宣传媒介。

d) 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9.1.3 使用要求

授权使用荣誉证书、等级证书和星级标识的生产主体，应遵守下列要求：

a) 生产主体和产品应在评定授权有效期内使用证书和标识。

b) 标识应符合附录 F给出的版本，清晰、规范，不应随意更改标识的图案、形状、文字字体、图

文比例、颜色等。

c) 未获得授权使用荣誉证书、等级证书和星级标识的生产主体，不得擅自使用或伪造证书和标识，

否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2 管理

9.2.1 日常检查

评定机构每季度对评定授权主体和产品进行一次监督检查或不定期随机抽查，初次检查不合格的，

应指导改正，再次检查不合格的，取消星级评定授权。

9.2.2 证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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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书使用期间，出现6.2所列情形之一的，经评定机构复核确认，撤销生产主体已获取的荣誉证

书、等级证书和星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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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一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一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执行表A.1的规定。

表 A.1 一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评定内容 评定条件 是否达标（√）

基本条件

公司；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连续经营2年或以上

登记注册于地理标志产地范围内

有自身的注册商标

具有生产许可证、屠宰证、良好种植规范或其他必要性生产资质

产地区域 产自主要产区

产品品质
产品指标不低于国家标准

产品品质良好

产品文化 产品长期在产地范围内进行生产，有相关佐证

产品工艺 具有清晰、规范的规程、工艺流程

加分项

产业具有一定规模

1项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使用授权

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授权

获有机产品认证

获绿色食品认证

获ISO体系认证

获HACCP认证

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获省、市级龙头企业认定

产品品种为本地品种

其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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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二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二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执行表B.1的规定。

表 B.1 二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评定内容 评定条件 是否达标（√）

基本条件

公司；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连续经营2年或以上

登记注册于地理标志产地范围内

有自身的注册商标

具有生产许可证、屠宰证、良好种植规范或其他必要性生产资质

产地区域 产自主要产区

产品品质
产品指标不低于国家标准

产品品质优良

产品文化 产品长期、持续在产地范围内进行生产，有相关佐证

产品工艺 具有清晰、规范的工艺流程

加分项

产业具有一定规模

2项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使用授权

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授权

获有机产品认证

获绿色食品认证

获ISO体系认证

获HACCP认证

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获省、市级龙头企业认定

产品品种为本地品种

其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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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三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三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执行表C.1的规定。

表 C.1 三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评定内容 评定条件 是否达标（√）

基本条件

公司；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连续经营2年或以上

登记注册于地理标志产地范围内

有自身的注册商标

具有生产许可证、屠宰证、良好种植规范或其他必要性生产资质

产地区域 产自主要产区

产品品质

已制定企业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产品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

产品指标不低于国家标准

具有区别或优于同类产品的特定品质

产品品质出色

产品文化
产品长期、持续在产地范围内进行生产，具有文化历史发展背景，有相关

历史佐证

产品工艺
具有清晰、规范的工艺流程

已制定工艺管理规范；产品质量控制规范等

加分项

产业具有一定规模

3-5项及以上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使用授权

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授权

获有机产品认证

获绿色食品认证

获ISO体系认证

获HACCP认证

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获省、市级龙头企业认定

产品品种为本地品种

其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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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四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四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执行表D.1的规定。

表 D.1 四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评定内容 评定条件 是否达标（√）

基本条件

公司；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连续经营2年或以上

登记注册于地理标志产地范围内

有自身的注册商标

具有生产许可证、屠宰证、良好种植规范或其他必要性生产资质

产地区域 产自重点产区

产品品质

已制定企业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产品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

产品指标不低于地方标准

具有区别或优于同类产品的特定品质

产品品质卓越

产品文化
产品长期、持续在产地范围内进行生产，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发展背景，

有相关历史佐证

产品工艺

具有清晰、规范的工艺流程

已制定工艺管理规范；产品质量控制规范等

具有自身特定的生产方式

加分项

产业具有一定规模

6-9项及以上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使用授权

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授权

获有机产品认证

获绿色食品认证

获ISO体系认证

获HACCP认证

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获省、市级龙头企业认定

产品品种为本地品种

其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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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五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五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执行表E.1的规定。

表 E.1 五星产品综合评定条件

评定内容 评定条件 是否达标（√）

基本条件

公司；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连续经营2年或以上

登记注册于地理标志产地范围内

有自身的注册商标

具有生产许可证、屠宰证、良好种植规范或其他必要性生产资质

产地区域 产自核心产区

产品品质

已制定企业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产品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

产品指标不低于团体标准

具有区别或优于同类产品的特定品质

产品品质上乘

产品文化
产品长期、持续在产地范围内进行生产，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

相关历史佐证

产品工艺

具有清晰、规范的工艺流程

已制定工艺管理规范；产品质量控制规范等

具有自身特定的生产方式

加分项

产业具有一定规模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

标）使用授权

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授权

获有机产品认证

7-10项及以上

获绿色食品认证

获ISO体系认证

获HACCP认证

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获省、市级龙头企业认定

产品品种为本地品种

其他荣誉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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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标识、荣誉证书和等级证书样式

F.1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星级标识，应符合图 1的要求。

图 1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星级标识



T/YGIIA 012—2023

13

F.2 云南省地理标志星级产品荣誉证书，应符合图 2的要求。

图 2 云南省地理标志星级产品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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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品等级证书应符合图 3 的要求。

图 3 云南省地理标志星级产品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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