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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行业标准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3〕18

号），计划编号：2023-0284T-QB，项目名称“日用化学用品

质量追溯体系规范”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

信息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企业管

理协会、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京东商城）、上海寻

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得物）、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完成

时间 2025 年 4 月。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1）成立标准起草组，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形成讨论

稿 

2023 年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

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3〕

18 号），项目正式立项。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组建了日用化

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标准起草组（以下简称“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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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起草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明确了相关单位和负责同志的职责和任务分工。 

2023 年 5 月—7 月，起草组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有关日

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的研究进展、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文献资料，掌握了有关标准现状，并对

我国现有日用化学用品领域相关标准的指标等技术内容进

行了归纳和总结，为标准文本的编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2023 年 8 月—10 月，起草组结合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

溯体系规范，对标准相关文档的内容进行梳理，召开了 2 次

内部研讨会，确定了标准总体框架，包括总体要求，追溯体

系架构、追溯信息等内容。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5 月，起草组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编写规定，就标准框架和框架下的重点内容包括追溯信息、

追溯平台建设、追溯信息使用、评价与改进等重点章节，召

开了 3 次内部研讨会，进行了深入研讨，会后，起草组对标

准内容进行了规范性完善和补充,优化了相关内容，形成了

标准草案。 

（2）召开标准研讨会、完善标准内容 

2024 年 6 月-2024 年 10 月，起草组共组织了 6 次研讨

会研究打磨标准内容，这 6 次研讨会，逐步清晰了该规范旨

在优化追溯体系、适配企业实际操作等措施，对日用化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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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终端的全过程进行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追溯的精准性、可靠性，在质量控制、风险评估、流通环节

监控、消费反馈收集等方面均进行了全面考虑和细致规定，

以确保该规范能够切实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和消费者权益保

障需求。 

期间的 3 次调研座谈，紧密结合企业实际运营状况，完

善了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的总体要求、体系架构要素、

追溯信息管理要求等具体内容。并且依据重点企业的建设性

建议，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A《日用化学用品分类》和规范性

附录 B《注册、备案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采集信息》，通

过增加附录来更直观地指导日用化学用品生产企业、销售企

业以及相关管理部门构建和实施质量追溯体系。 

2024 年 11 月中旬-12 月中旬，起草组按照每周 1 次例

会的方式，逐条对标准指标进行核对、核定，再次完善了编

辑性问题，经过起草组研讨、修改后，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稿研究充分，内容丰富并考虑了历次专家会的

意见，内容能够适用于指导行业企业。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护家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博然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美（广东）

日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绿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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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水和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好

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广州中妆美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特威（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广州弥特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广东康王日化有限公司、

北京安德普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创尔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美出莱（杭州）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广州雅纯化

妆品制造有限公司、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福瑞

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南风化工（运城）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程豪香氛科技有限公司、诺德溯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码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好迪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远大美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林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御坊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蛋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青蛙王子（福建）婴童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广

东嘉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药白云牙膏（广州）有限公

司、佩莱未来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北京养心堂化妆

品有限公司、瑞昌市瑞美化妆品有限公司、中山市天图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创

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上美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暨大美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蜜思肤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5 

博朗菲琳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创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名花香料有限公司、上海珈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浪潮数字商业科技有限公司、无锡知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北

京中科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组成员：赵阳、孟慧敏、金衍华、舒鹏、王飞飞、

周梅、萧慧珍、孔令朝、梁润成、张立国、施威、何琪莹、

黄泽婷、曲显武、张维明、张毅、柯诗媛、赵春江、罗新龙、

韩婕珺、刘山、王玉红、杨素珍、陈海兰、陈家永、张建华、

魏乃绪、黄继奇、冯敏、杨小明、高宏旗、晏永球、李维兴、

韩和平、韩新彬、徐怀义、李毅苹、周磊、陈世桂、卢金霞、

于建伟、王艳、唐胜男、郑文明、龚俊瑞、曾飒、曹海磊、

刘敏、杨斌、程晓娅、曾四立、李坤健、孙守伟、蔡蓓蕾、

爱新觉罗·川、张翊涵、胡成林、李慈女、田军、叶理、何

红兵、李金才、陈玉荣、吕志宁、马亚丽。 

所做的工作：赵阳负责该项目的总体统筹，确定标准主

要技术内容及编写编制说明；孟慧敏负责标准制定的组织与

协调，编制与落实工作方案，组织研讨工作会议，负责起草

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金衍华、舒鹏、王飞飞、周梅、

萧慧珍、孔令朝、梁润成、张立国、施威、程晓娅、曾四立

负责研究分析及资料查证，参与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

明；何琪莹、黄泽婷、曲显武、张维明、张毅、柯诗媛、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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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罗新龙、李坤健、孙守伟、蔡蓓蕾负责前期资料收集、

产业调研，参与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韩婕珺、刘

山、王玉红、杨素珍、陈海兰、陈家永、张建华、魏乃绪、

黄继奇、冯敏、杨小明、高宏旗、晏永球、李维兴、韩和平、

韩新彬、徐怀义、李毅苹、周磊、陈世桂、卢金霞、于建伟、

王艳、唐胜男、郑文明、龚俊瑞、曾飒、曹海磊、刘敏、杨

斌、爱新觉罗·川负责标准验证工作，参与编写编制说明；

张翊涵、胡成林、李慈女、田军、叶理、何红兵、李金才、

陈玉荣、吕志宁、马亚丽负责编写标准相关材料，收集、统

计标准修改意见，参与起草标准文本。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

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

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其

内容符合重点标准研制紧迫性、创新性、国际性的要求。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0《标

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等要求进行

编写。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 23350《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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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4062《防伪溯源编码技术条件》； 

——GB/T 38155《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8156《重要产品追溯 交易记录总体要求》； 

——GB/T 38157《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管理平台建设规

范》； 

——GB/T 38158 《重要产品追溯 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

求》； 

——GB/T 38159《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在设计框架及起草主要内容时借鉴了《消费品追

溯 追溯体系通则》（GB/T 39017—2020）、《重要产品追溯 

交易记录总体要求》（GB/T 38156—2019）、《重要产品追

溯 追溯管理平台建设规范》（GB/T 38157—2019、《重要产

品追溯 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GB/T 38158—2019）、《重

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GB/T 38159—2019）等标

准，在整体框架上包括总体原则和要求、编码与标识要求、

产品追溯信息、追溯平台建设、追溯信息使用、评价与改进

等内容，确保与相关国家标准的兼容一致。 

日用化学用品作为与人体健康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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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追溯方面也具有其特殊性。追溯内容特别强调原料

来源、配方成分、产品的功效、生产日期、批次号等，这些

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安全性和消费者健康。 

1.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的总体

要求、追溯体系架构、编码与标识、追溯信息、追溯平台建

设、追溯信息使用、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日用化学用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行业

社团组织以及监督管理部门的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

建设与管理。其他主体参照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农药管理条例》相关产品的质量追溯。 

2.标准主要内容及论据 

（1）术语和定义：结合标准需要，通过参考相关标准和

会议讨论，界定了日用化学用品、追溯体系（参考 GB/T 

38155—2019）的术语和定义。日用化学用品定义主要依据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包括化妆品、口腔

清洁用品、香料、香精、肥皂及洗涤剂、其他日用化学用品。 

（2）总体要求：追溯体系应具备的功能和特性，包括证

明产品来源、确定产品在各环节的节点、辅助查找质量问题

原因、提高召回能力、合理使用信息、确保信息可靠性以及

提升组织效率和生产力等。强调产品追溯应连接原辅料来源、

生产、流通及销售过程，保证追溯信息的合规、适用、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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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实用。 

（3）追溯体系架构：对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平台建设

的追溯流程、功能体系以及追溯体系的建设应遵守的一般要

求进行了规定，能更科学、规范的指导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

溯体系的构建，提高追溯体系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4）编码及标识：对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涉及的

编码和标识进行规定，包括基本要求、编码规则、编码管理、

标识要求等内容。针对化妆品“套”装问题，提出应为最小

单元产品编制一个唯一的追溯码，确保每一件日用化学用品

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编码和标识，便于对日用化学用品质量的

管理、跟踪和追溯。 

（5）追溯信息：对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的信息提出了

要求，具体追溯信息包括企业收集并存储的原辅料信息、生

产信息、设备、设施信息、人员信息、流通环节信息、销售

环节信息、消费信息及其他信息，覆盖了日用化学用品从生

产到运输、销售、消费的全过程的信息，可以更加高效地定

位和追溯产品的来源和流向，从而在发生问题时能够更快地

查明原因并作出应对。其中，原辅料信息和生产信息是日用

化学用品质量追溯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属于必采环节。 

日用化学用品的质量和功能主要依赖于所使用的原料。

原料经过化学反应和处理后，为产品提供各种功能。化学原

料（如表面活性剂、乳化剂、稳定剂、增稠剂、防腐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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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材料（如芦荟、绿茶、蜂蜜、牛奶、珍珠粉、海藻胶等）、

合成材料和无机化合物（如硅灵、紫外线合成剂）等多种类

型的原材料，共同构成了日化产品丰富的品类和多样功能。

因此，原辅料的追溯是日化用品质量追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原辅料信息主要包括基本信息、验收信息、检验信息、储存

信息和出入库信息。 

日用化学用品的生产与加工技术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

量、效果和安全性。生产企业应对本企业日用化学用品生产

加工环节采集追溯信息，采集信息包括基本加工信息和关键

控制信息。生产企业可根据本企业日用化学用品生产加工环

节扩展采集信息。生产信息主要包括加工信息、加工企业信

息、调配信息、检测信息、产品信息、包装信息、加工品出

入库和仓储信息、运输信息和不合格品处置信息。 

（6）追溯平台建设：规定了追溯平台类别、追溯平台建

设与管理要求、追溯平台功能、追溯平台技术要求等内容。

规定追溯平台的功能可以帮助追溯平台收集和展示准确、完

整的日用化学用品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信

息的存储、传输、交换和安全方面规定追溯平台的技术可以

帮助建立一个可靠的追溯平台，提高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

的效率和准确性；规定追溯平台管理要求可以强化追溯系统

的管理和控制，推动追溯系统的不断完善，提高追溯系统的

可信度和可持续性，为日用化学用品产业的质量提升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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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提供有力支持。通过规范管理要求的执行，可以有效推

动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产业链

的可持续发展。 

（7）追溯信息使用：从扫描方式、查询方式、共享信息

和信息公开等内容对追溯信息的使用进行规定，可以加强追

溯信息的流通和共享，提高追溯信息的实用性，提升整个追

溯体系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8）评价与改进：对追溯体系的评价改进提出了具体要

求，要求应确定追溯体系的评价内容和关键指标，对日用化

学用品质量追溯系统进行评价，符合要求的给予符合性标识，

不符合的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不断进行改进。通过评价与改

进这一章节的设置可以不断优化和完善日用化学用品质量

追溯体系，使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与市场需求和技术

发展保持同步，提高追溯体系的适用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为日用化学用品产业的质量提升和市场规范化发展提供有

效技术支撑。 

（9）附录 A 日用化学用品分类：根据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日用化学产品（中类 268）属于制

造业（门类 C）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大类 26），

包括肥皂及洗涤剂制造、化妆品制造、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香料、香精制造和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附录 A 以表格形

式列举了日用化学用品的类别及具体产品示例，帮助读者更



 12 

好地理解日用化学用品的涵盖范围。 

（10）附录 B 注册、备案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采集信

息：表 1 中在已有追溯体系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原辅料中

的特定必采项信息包括原辅料信息（原辅料名称、原辅料批

次），原辅料验收信息（原辅料名称、原辅料批次、供货者

名称），原辅料储存（原辅料名称、原辅料批次、提取批次），

出入库信息（进厂检测报告）。表 2 中在已有追溯体系的基

础上，额外增加了生产制作过程中的特定必采项信息包括加

工信息（提取批次、原辅料名称、加工工艺、加工设备），

加工企业信息（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调配信

息（领料批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调配批次），检测信

息（提取批次、检测结果），用品信息（用品名称、生产日

期、用品批号、加工后用品（原辅料、半成品）唯一性编码

与标识），包装信息（用品批号、用品（原辅料、半成品）

唯一性编码与标识、包材批次、包装材料），加工品出入库

和仓储信息（用品批号、包装用品（原辅料、半成品）唯一

性编码与标识、加工品检验单号），运输信息（包装用品（原

辅料、半成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不合格品处置信息（生

产批号、用品名称、召回原因、处置方式（如销毁需有详细

记录）、加工后用品（原辅料、半成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三）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日用化学用品行业发展迅速，但也暴露出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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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是企业生产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

消费者对产品功效及安全问题的担忧回致使复购率下降、顾

客流失，进而影响企业品牌力的建设；二是一些产品市场定

位模糊，没能从消费者的角度充分考虑，未能精准满足消费

者需求；三是部分产品创新性不足，难以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部分企业过于依赖传统配方和成熟产品模式，缺乏对新原料、

新技术、新功效的探索与应用。 

针对当前日用化学用品行业存在的相关问题，日用化学

用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标准，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

保障，按照此标准可以进行规范化设计，对日化产品的生产、

加工、流通、销售等全链条环节进行有效监管与追溯，推动

日用化学用品行业朝着健康、有序、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本标准通过明确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引导

相关行业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市场定位模糊、创新性不足、

技术服务脱节以及安全隐患等问题，提升产品的精细化研发

水平，增强产品在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力，优化产品与服务

的协同性，改善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消除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促进日用化学用品产业更好地契合消费者多元化、高品质需

求。通过标准制定和应用将推动日化行业稳健发展，有力地

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实施。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有关内容是充分依托行业内多家龙头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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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溯系统建设实践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的行业整体

性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实际情况等进行制定的，其中规定的

技术要求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为检验《日用化

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起草组组织

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标准验证工作，相关技术要求已经在珀莱

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广药白云牙膏（广州）有限公司、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完美（广东）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好迪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御坊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

蛙王子（福建）婴童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养心堂化妆品

有限公司、深圳远大美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嘉德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珈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创元化

妆品有限公司、博朗菲琳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广州栋方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暨大美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美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新

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30 家企业得到验证，确保

了标准的科学性、完整性、规范性和适用性。各企业在各要

素上的验证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要求验证 

1.追溯体系功能验证 

检查追溯体系是否能够明确证明产品的来源以及在生

产、流通、销售中的节点。通过对企业内部追溯系统的流程

梳理，确认其是否可以有效追踪产品从原辅料采购到销售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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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全过程信息链。 

评估追溯体系在查找质量不符合原因以及提高召回产

品能力方面的有效性。模拟产品质量问题场景，测试企业是

否能够借助追溯体系快速定位问题环节并实施召回操作。 

2.合规性与适用性验证 

审查企业追溯体系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管理是否严格

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安全

法规、产品质量标准等。 

分析追溯体系是否充分满足消费者、企业自身以及相关

监管部门等不同类型用户的差异化需求，例如消费者对产品

信息透明度的要求、监管部门对数据统计和分析的需求等。 

（二）编码与标识验证 

1.追溯码唯一性验证 

随机抽取企业不同批次、不同品类的产品，检查其包装

上的追溯码是否符合每件产品编制一个唯一追溯码的要求，

确保追溯码不重复、不混淆，能够精准指向特定产品个体。 

2.编码规则与标识要求验证 

对照 GB/T 34062 标准，审核企业产品追溯编码的编制

规则是否正确，标识编码内容是否包含企业编码及企业内部

产品编码两部分，且编码信息准确无误。 

检查产品及包装上的追溯标识是否清晰、完整、未经涂

改，位置是否醒目且未覆盖关键信息，标识内容是否包含解

析信息与产品追溯码信息，同一品种或包装的标识贴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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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一致，标识载体是否无污染，追溯标识是否具有抗磨损、

防转移和复制的能力。 

（三）追溯信息验证 

1.原辅料信息验证 

深入企业原辅料管理系统，核对原辅料信息记录是否完

整，包括原辅料名称、批次、数量、出库日期、领料人、出

筒仓（储罐）号等必采项信息，以及原辅料处理、验收、检

验、出入库等环节的相关信息。 

2.生产信息验证 

全面检查生产加工环节的追溯信息采集情况，涵盖基本

加工信息（如提取批次、原辅料名称、数量、加工工艺、时

间、设备）和关键控制信息（如调配、检测、包装、运输、

不合格品处置等信息），确保各项信息符合标准规定的内容

和格式要求。 

3.设备、设施信息验证 

查看企业对日用化学用品生产过程中设备、设施信息的

记录情况，确认设备基本信息（名称、生产厂家、采购时间

等）、使用信息（使用时间、人员、清洗消毒情况）以及维

护信息（维护时间、人员、检定校准等）是否完备，并与相

应生产信息有效关联。 

4.人员信息验证 

审核与生产直接接触或关键岗位人员的信息记录，包括

姓名、职务、培训、资质、岗位、编组、在班、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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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等，确保人员信息完整且与生产操作记录准确对应，

明确各岗位人员在质量安全管理中的职责履行情况。 

5.流通环节信息验证 

针对销售企业、产品来源、产品信息、包装信息、配送

出入库和仓储信息、运输信息等流通环节的关键要素，检查

企业记录是否详实，是否能够清晰反映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

轨迹和状态变化。 

6.销售环节信息验证 

详细审查经销商企业、产品来源、产品信息、包装信息、

配送出入库和仓储信息、运输信息、销售信息、退货信息、

不合格品处置信息（召回产品）等销售环节的全部信息记录，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特别是与产品质量追溯密切相

关的关键信息。 

7.消费信息验证 

查看企业对消费者信息（姓名、联系方式）、投诉信息

（投诉时间、地点、内容）以及追溯查询记录（查询时间、

地点、次数、渠道、意见反馈）等消费信息的收集和管理情

况，确认信息记录完整且可追溯。 

（四）追溯平台建设验证 

1.平台类别与功能验证 

确认企业建立的追溯平台类别（研发企业追溯系统、生

产企业追溯系统、销售企业追溯系统或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

溯管理平台）是否符合企业自身定位和业务需求，平台功能

是否涵盖标准要求的各项功能模块，如供应商管理、原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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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生产管理、销售管理、追溯管理、召回管理、信息管

理、查询管理等，并检查各功能模块的运行有效性。 

2.平台管理要求验证 

审核企业追溯平台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包

括追溯管理岗位职责是否明确，是否具备清晰的架构设计以

支持追溯信息的录入、存储、查询和分析，是否制定了完善

的系统建设、实施、运维和培训计划，以及是否与日用化学

用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实现有效对接（如适用）。 

3.平台技术要求验证 

检查企业追溯平台的信息存储能力是否满足服务目标

（包括生产制造商、仓储物流、经销商、消费者以及监管部

门等）的需求，信息传输方式是否安全、高效，信息交换格

式是否符合通用的 XML 数据交换格式，以及信息安全防护措

施（如防篡改、防攻击、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传输、数

据库灾备、访问日志记录等）是否到位，对外查询服务器与

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是否分离以保障信息安全。 

（五）追溯信息使用验证 

1.扫描与查询方式验证 

实地测试用户使用智能读取设备扫描产品追溯标识获

取信息的过程，检查扫描设备兼容性、解析服务器响应速度

和查询结果准确性；同时，模拟用户通过日用化学用品质量

追溯管理平台或企业查询平台直接输入追溯码进行查询的

操作，验证查询渠道的畅通性和查询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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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享信息与信息公开验证 

检查企业是否按照要求将产品追溯信息（包括所有包装

级别的信息）及时上传至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

上传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标准规定的内容样例

和数据类型要求；审查企业面向社会公开的追溯信息是否涵

盖标准规定的全部公开信息项，且信息内容真实、准确、易

于查询和理解。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牵涉到多个环节，生产、运

输、贮藏、销售以及最终消费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链，由

追溯体系功能、追溯编码规则、追溯信息、追溯标识、追溯

信息查询、追溯信息采集、追溯信息管理等组成。涉及到计

算机、网络、信息等技术，是日用化学用品产业与现代信息

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能够为全行业提供

一个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较小的改动即可实现的追

溯体系建设目标与实施路径。企业通过贯标，可实现产品全

程追溯，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标准和管理水平，推动日用

化学用品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品牌价值，并可运用追溯体系实现

生产与经营管理的精细化、动态信息辅助的打假、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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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整体解决方案消化成本，创造价值。规范的质量追

溯体系将促进日用化学用品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间的信息

流畅和协同发展，加强产业发展合作机制，推动整个日用化

学用品产业链的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

际、国外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国内外在本标准涉及的

技术领域发展稳定；本标准在兼容相关国际、国内现有标

准的基础上，将创新并引领国内外相关领域技术规范的发

展。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图 1  轻工行业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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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轻工其他分类的管理类。依据相关文件要求，

结合轻工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和规定，经过充分调研实践进

行标准制定。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6 个月实施。 

贯彻实施本标准要建立良好的引导和检查促进机制，并

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具体来说： 

（1）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报纸、电视、电台及微信、微

博等各种新媒体，大力宣传，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 

（2）开展培训认证工作。通过培训和认证工作，扩大标

准的应用范围，促进各单位设计创新与发展。 

（3）加强标准实施反馈。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提出的意见，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

和完善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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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日用化学用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