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团体标准 

《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1 项目来源 

 本文件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提出，由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归口，经中国条码技术

与应用协会下达立项（文件号：中条协﹝2023﹞27号），立项项目名称为《农副产品商品

条码应用指南》。 

2 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贵州省标准化研究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河南省标

准化和质量研究院、安徽东旭大别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金寨先徽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3 标准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团体标准编制小组 

2023年 9月，标准牵头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成立《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团

体标准编制小组，启动标准编制工作，讨论并初步形成标准制定思路。 

（2）形成《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团体标准草案 

2023年 9月-10月，标准编制小组广泛搜集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内外标准、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等，确定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明确标准的框架结构、分工、主要内容，草拟

形成团体标准草案，申请立项。2023年 12月 18日，标准获批立项。 

（3）召开第一次《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团体标准研讨会 

2024年 1月 11日，标准编制小组在安徽金寨县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围绕团体标准

草案进行研讨。会后，标准编制小组根据研讨会意见，对标准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完善。 

（4）召开第二次《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团体标准研讨会 

2024年 3月 18日，标准编制小组在安徽黄山市屯溪区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重点讨

论了团体标准讨论稿。与会专家对该标准框架、标准条款进行了深入研讨。会后，标准编

制小组根据研讨会意见，对标准讨论稿进行完善。 

（5） 形成《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年 3月，标准编制小组进一步完善团体标准讨论稿，修改后形成《农副产品商品

条码应用指南》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并编写编制说明。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1 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合规性、完整性、准确性、适用性、唯一性”的原则，制定过程中充

分考虑了《GS1通用规范》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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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2 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范围：本文件提供了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流程和应用场景的建议。适用于农副

产品商品条码的应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规范性引用 11项国家标准，包括 1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

10项推荐性国家标准。 

（3）术语和定义：本文件提出农副产品、厂商识别代码、二维条码、应用标识符、预

包装农副产品、非预包装农副产品等术语。 

（4）总则：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具有唯一性、稳定性和无含义性。 

（5）应用流程：从注册、编码、条码符号选择、条码符号设计、条码符号放置、条码

符号印制到条码检测，给出具体指导。 

（6）应用场景：围绕零售和储运两大商品条码应用领域，从预包装农副产品和非预包

装农副产品入手，提供商品条码如何应用的指导。 

（7）附录 A、附录 B 和附录 C 分别给出了农副产品编码常用应用标识符和数据字段解

析查询表、校验码计算方法和应用示例。 

3 确定依据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编制小组查阅分析了《GS1 通用规范》（第 18 版）相关技术指标，

同时以 GB 12904《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等商品条码系列国家标准做支撑，

调研农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对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流程和场景作

了整理和归纳，提出本文件核心内容。 

三、主要分析和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本标准是基于与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

下简称“832平台”）的合作项目提出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成立了国家乡村振兴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意见》，《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等文件，国标委、工信部、商务部出台了《加强消费品标准化建

设行动方案》，文件中提出：（1）推动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和数据质

量，探索面向业务应用的共享、交换、协作和开放。（2）加强数字经济标准研制，促进数字

产业健康发展。建立大数据与产业融合标准，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强数字政府、

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标准体系建设。鼓励引导平台企业、电商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制定，推

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标准化发展。（3）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推进“三农”综合信息

服务，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4）数

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

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5）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重

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推动农业农村基础数据整合共享。加快推广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运用，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种业、畜

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全面深度融合应用。 

习总书记也多次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

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既是巩固拓展帮扶成

果、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短板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环，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中的米、面、油、蔬菜等农副产品在农业生产和农村

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保障人民的食品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农副产品经过筛选、包装、保存、流通、检验、配送等手续，一步步进入城市不

同大小的农副产品市场，满足人民菜篮子的需求。但是，农副产品种类繁多，品种规格复杂，

包装计量方式各异，给商品条码应用带来困难，而用码的不统一、不规范形成一个个“信息

孤岛”，导致生产销售中各节点的信息不能共享和互联互通，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流通效率。

同时，农副产品产地不集中，消费者无法深入一线生产基地了解农副产品生产过程，也无法

了解产品产地、净含量等真实信息。 



农副产品作为乡村的特色资源，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标志。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是统一组织、协调、管理我国商品条码、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的专门机构，

负责推广国际通用的、开放的、跨行业的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标准。利用中心优

势开展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标准的研制，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部委对乡村振兴、产

业振兴相关的政策要求；有利于指导农副产品行业用标准化的手段加强对商品条码的应用；

有利于农副产品生产者、品牌持有者应用商品条码，提高农副产品流通效率；有利于农副产

品标准化与数字化提升，助力乡村振兴。 

四、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含与现行法律法规

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与现行各级标准相协调。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号) 

（2）产品标识标注规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技监局监发〔1997〕172号 ） 

（3）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 75号) 

（4）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 76号) 

（5）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意见的函(质检办法函〔2008〕67

号) 

（二）国家、行业标准 

GB 12904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 12905 条码术语 

GB/T 14257 商品条码符号位置 

GB/T 16830 商品条码 储运包装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 16986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18348 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GB/T 21049 汉信码 

GB/T 23704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GB/T 33993 商品二维码 

GB/T 41208 数据矩阵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六、贯彻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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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全国脱贫地区分中心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生产商、供应商、

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本文件的宣贯培训，指导有条件的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电商平台依据本文

件开展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工作。 

七、废止现行有关协会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需废止其他标准。 

八、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农副产品商品条码应用指南》标准编制组 

 2024年 3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