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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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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厅科函〔2023〕18 号）的

工作安排，由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牵头，会同行业重点单位

共同研究制定《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行业标

准（计划编号：2023-0285T-QB），该项目属于“质量与可靠

性提升重点标准项目”,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

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中国轻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中国电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鑫创数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

司、长安花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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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标准

草案 

2023 年 4 月，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 年第一批行

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本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3〕18

号）的工作安排，项目正式立项。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组建

了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标准起草组（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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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开始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起草组制定了详

细的工作计划，明确了各起草单位的职责。 

2023 年 5 月—10 月，起草组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有关

食用植物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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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现有食用植物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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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202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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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标

准草案。 

（2）召开标准研讨会、完善标准内容 

2024 年 6 月—2024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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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明确了植物油追

溯规范的各项举措，旨在完善追溯体系并契合企业实际运营

状况，实现对植物油从生产起始至消费终端的全流程管控。

通过对原料采购、加工工艺、包装仓储、物流配送以及销售

渠道等各环节的严格梳理与记录，大幅提升植物油产品质量

追溯的精确性与可信度。在质量把控、风险预判、流通链路

监测以及消费意见采集等维度均予以全方位考量与周密设

定，以此保障该规范能切实贴合植物油行业的发展趋向，并

充分维护消费者在产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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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起草组按照每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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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2 月，起草组组织企业开展标准符合性验证工

作，6 家重点企业开展了标准验证工作并提交了验证报告。 

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 月，召开多次研讨会，企业专

家提出进一步细化原辅料贮存条件细节要求，如把温度、湿

度作为必采项目，有助于精确地控制原辅料质量，在追溯过

程中更准确地判断原辅料贮存环节是否存在影响产品质量

的问题。另外，要结合 GB 44917-2024《食用植物油散装运

输卫生要求》相关要求，对标准内容进行完善。起草组根据

企业反馈的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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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粮油工业（巢湖）

有限公司、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御

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理工大学、山东西王食品有

限公司、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山东丰香园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艾斯普瑞（广

州）食品有限公司、湖北荆品油脂有限公司、新疆农业大学、

湖南特沃斯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

山东浪潮数字商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绿色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中科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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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成员：赵阳、孟慧敏、王志民、潘坤、王志军、

谢朝顺、孙淑华、刘峰、龙雨竹、郭恒吾、姜福全、连建伟、

王子建、许成举、张磊、李聪方、徐学文、朱承鑫、崔绪辉、

张翊涵、郭珊珊、李慈女、戚智胜、吕志宁、孔令朝、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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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谢朝顺、潘坤、崔绪辉、

孙淑华、张翊涵、吕志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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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李聪方、龙雨竹、郭恒

吾、连建伟、李慈女、孔令朝负责前期资料收集、产业调研，

参与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王志军、刘峰、王子建、

姜福全、徐学文负责标准验证工作，参与编写编制说明；朱

承鑫、戚智胜、许成举、郭珊珊、李森等同志负责编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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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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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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4062  防伪溯源编码技术条件； 

——GB/T 17374—2008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GB/T 22005—2009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 

——GB/Z 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

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GB/T 26231—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对

象标识符（OID）的国家编号体系和操作规程； 

——GB/T 37029—2018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GB/T 38155—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8159—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

要求； 

——GB/T 39017—2020  消费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则； 

——GB/T 39099—2020  消费品追溯  追溯系统通用技

术要求； 

——GB/T 40480—2021  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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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0843—2021  跨境电子商务  产品追溯信息

共享指南； 

——GB 44917-2024 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卫生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用植物油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 年版）；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食用植物油生产

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指导意见（食药监食监一〔2015〕

2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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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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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GB/T 38159—2019）

四项国家标准，在整体框架上包括总体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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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的总

体要求、编码与标识、产品追溯信息、追溯平台建设、追溯

信息使用、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食用植物油生产经营企业和有关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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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建设运营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2.标准主要内容及论据 

（1）术语和定义：为了提高标准的易用性，便于对标准

内容阅读和理解，本章节对食用植物油、追溯、追溯体系等

关键术语进行了定义。三个术语定义都来源于国标。 

（2）总体要求：本章节规定了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

体系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等总体要求，能更科学、规

范地指导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构建，提高追溯体

系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3）编码与标识：本章节对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

系涉及的编码和标识进行规定，包括编码规则、编码管理、

标识使用、标识包含的信息、标识载体等内容。编码及标识

可以为每一件食用植物油产品赋予唯一的身份信息，确保每

一件食用植物油产品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编码和标识，便于对

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的管理、跟踪和追溯。 

（4）产品追溯信息：本章首先提出了食用植物油追溯流

程，在此基础上对食用植物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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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信息、销售信息，覆盖了食用植物油从生产到运

输、销售的全过程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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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全过程追溯信息的设置可以有效监管食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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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产业链中的不良行为，遏制原辅料作假、虚假宣传等行

为，推动产业整体向着更加规范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5）追溯平台建设：本章节规定了追溯平台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运维要求等内容。规定追

溯平台的功能可以帮助追溯平台收集和展示准确、完整的食

用植物油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安全性、可

靠性、易操作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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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食用植物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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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食用植物油产业的质量提升和市场监管提供有

力支持。通过规范管理要求的执行，可以有效推动食用植物

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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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追溯信息使用：本章节从扫描方式、查询方式及公

开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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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评价与改进：本章节对追溯体系的评价改进提出了

具体要求，对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进行评价，根据

评价结果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不符合分析原因并确定应对

措施，并进行改进、完善追溯体系。通过评价与改进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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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设置可以不断优化和完善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

系，使食用植物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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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食

用植物油产业的质量提升和市场规范化发展提供有效技术

支撑。 

（三）解决的问题 

截至当前，食用植物油行业内还没有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的相关标准，行业内追溯体系建设主要以行政指导为依托，

依据相关指南、制度等文件进行实施。本标准的制定，将进

一步完善和健全我国食用植物油行业技术标准体系。 

对于行业和政府而言。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

设将通过智慧追溯手段，形成生态系统，对产品质量进行科

学监测，对生产、渠道、终端等全流程进行高效管理，实现

精准追溯，控制产品风险，为行业技术创新与健康发展提供

有效地支撑和促进。同时，通过推进追溯体系建设，行业可

以掌握产品发展趋势和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及时做好信息反

馈和推广；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追溯公共服务平台等可以更好

地对行业进行规范、服务和监管。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通过对标《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规范》标准开展追溯体系建设，一是可以促进追溯产

品形成口碑效应，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可以支撑企业开展精细化生产经营管理、精准的市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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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动态信息辅助打假等工作；三是可以对照标准提供的整

体解决方案，有效降低企业在追溯体系建设中的投入，避免

因企业单独开发造成的成本过高问题。 

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者可以通过追溯查询系统，及时

了解购买产品的真实有效信息，维护自身权益。 

本项目主要指导和规范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的建设，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食用植物油行业健康、安

全发展，提升企业品牌效益，保护消费者权益，支撑政府监

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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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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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准在正式发布征求意见前，相关内容和指标已充分

论证。实验验证主要在以下单位开展：中粮粮油工业（巢湖）

有限公司、山东御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特沃斯生

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丰香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艾斯普瑞（广州）食品有限公

司等相关单位已开具验证意见证明。验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1 

（一）追溯体系设计与建设 

追溯体系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相关标准要求，架构具备良

好的扩展性与兼容性。在建设过程中，是否采用了先进的信

息技术手段，以确保能够适应企业未来业务发展及行业技术

进步。追溯体系是否涵盖了从原辅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全生

命周期，各环节衔接是否紧密，信息流转是否顺畅。 

（二）追溯体系运行与管理 

企业是否制定了完善的追溯体系运行管理制度，明确了

各部门及岗位在追溯体系中的职责分工。从原辅料采购部门

负责收集供应商信息，到生产部门记录生产过程数据，再到

物流和销售部门跟踪产品流向，每个环节是否都有专人负责

追溯信息的采集、录入和更新，确保追溯信息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是否定期对追溯体系进行内部审核与评估，及时发现

并纠正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编码要求的符合情况 

企业是否严格按照标准为每件产品编制唯一的追溯码，

编码规则是否清晰明确。追溯标识是否清晰、完整、醒目，

且未覆盖关键信息。追溯标识载体是否符合 GB/T 18284、

GB/T 41208 的要求。查询方式是否方便快捷。是否建立了严

格的编码回收和销毁制度，对于加工过程中出现的不合格编

码或不合格带编码包装物，是否及时进行回收和销毁，是否

详细记录回收和销毁过程。 

（四）产品追溯信息的符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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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溯流程的执行。是否严格遵循标准中规定的食用植

物油追溯流程，从原辅料信息采集开始，到生产信息记录、

物流信息跟踪，再到销售信息管理，每个环节都按照标准要

求进行操作，确保追溯信息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2.原辅料信息的记录。是否按照标准中表 1 原辅料信息

的要求，全面采集原辅料相关信息，必采项信息是否完整准

确，可采项信息是否也根据企业实际管理需求进行了记录。 

3.生产信息的采集。根据企业自身植物油生产关键环节，

参照标准中表 2 生产信息的规定，是否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

节点进行了精准的追溯信息采集。 

4.物流信息与销售信息的管理。在物流信息方面，运输

企业信息是否完整，产品来源和出入库信息是否准确，运输

信息记录是否详细是否记录了运输过程中的各项关键要素，

如运输工具卫生状况、运输方式、起止时间、地点、途径、

工具、人员等。在销售信息方面，经销商信息是否准确无误，

产品来源和销售信息是否详细记录了产品的流向、销售时间、

地点、数量等信息，同时对于不合格品处置信息（召回产品），

是否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记录生产批号、产品名称、规格、数

量、保质期、销售合同号（订单号）、召回原因、处置方式

（如销毁需有详细记录）、登记日期、产品（原料、半成品）

唯一性编码与标识、备注信息、提取批次精炼批次、原辅料

批次等信息。 

（五）追溯平台建设的符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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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溯功能要求的实现。公司建设的食用植物油产品质

量追溯平台功能是否完备，包括哪些功能模块，每个模块都

分别具备什么功能。 

2.技术要求的满足。平台是否考虑到安全性、易操作性、

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 

3.管理要求的落实。是否明确了追溯管理岗位职责，是

否设立了专门的追溯体系管理部门，具体负责追溯体系的日

常运行和维护工作。 

（六）追溯信息使用的符合情况 

是否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追溯信息查询方式。查询

过程是否简单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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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植物油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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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计

算机、网络、信息等技术，是食用植物油产业与现代信息技

术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制定《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行业标准，

将填补食用植物油行业追溯标准空白，落实数字“三品”行

动方案，攻坚数字化助力“提品质”的迫切之需，通过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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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质量追溯数据，实现行业监测调度和消费者权益维护，

确保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安全，达到提振消费信心的倍增效

应。 

本标准在充分调研、分析了现行标准及制定中标准缺乏

基础标准的基础上制定而成，与现行标准及制定中标准具有

良好的协调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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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标准化建设，将为确保

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食用植物油行业健康、

安全发展，保障消费者利益，支撑政府监管，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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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属于轻工其他分

类的管理类。《食用植物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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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促进和规范我国食用植物油行业健康发展、保障食用植

物油高质量供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将带动关联产业

的持续发展。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协调一致。 

 

图 1  轻工行业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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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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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微信、

微博等各类媒体，大力宣传，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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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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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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贯标工作

可与部委或行业层面的追溯体系整体性推进工作进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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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