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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

函〔2019〕195 号），计划编号为 2019-0710T-QB，项目名称“白酒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信息

中心、中国酒业协会、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古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省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四川省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川酒集团酱酒有限公司、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贵州国台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数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企业

管理协会等，计划完成时间 2020 年内。 

（二）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获得正式立项后，在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的牵头下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了《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行业标准

研讨会，参加会议的相关同志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

相关负责同志；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安徽、四川、贵

https://www.qcc.com/firm/42KVDGH.shtml
https://www.qcc.com/firm/fc5c7312b6ef1d1a0daa83a4122801e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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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省市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白酒业务的相关同志；中国酒业协会、

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

究院、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安徽省食品工业协会相

关负责同志；贵州茅台酒、宜宾五粮液、四川剑南春、泸州老窖、郎

酒集团、川酒集团、陕西西凤酒、杏花村汾酒厂、古井集团、洋河集

团、迎驾贡酒、安徽金种子、重庆江小白、北京牛栏山、黑龙江北大

仓、江苏今世缘、贵州国台酒、衡水老白干等我国重点品牌白酒企业

负责质量管理或追溯管理的相关专家。会议上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

组，并对标准草案（一稿）和追溯关键信息进行了讨论。与会人员针

对标准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修改形成了标准草案（二

稿）。 

2020 年 4 月 22 日，针对标准草案（二稿），标准起草组组织重

点企业的专家召开了电话会议，结合重点企业实际进行研究探讨，

并请相关行业专家分别进行补充完善。4 月 27 日起草组召开了电话

会议，就相关意见研究后，形成了标准草案（三稿）。 

2020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27 日之间，针对标准草案（三稿），

在白酒行业重点企业中通过内部征求意见的方式，邀请重点企业对

标准技术内容进行把关。收到了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川酒集团公司、安

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安徽金种子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黄鹤

楼酒业有限公司、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西凤酒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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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反馈的意见，形

成了标准草案（四稿）。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31 日，针对标准草案（四稿），在部分

省份白酒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中再次通过内部征求意见的方式，

邀请有关单位对标准内容进行研提意见。陆续收到了贵州茅台酒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国台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北京数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反馈

意见。 

标准起草组对标准持续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目前形成了标准征

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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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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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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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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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中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

求、追溯体系功能、追溯标识要求、追溯编码要求、追溯信息要求、

公开信息要求、追溯信息采集要求、追溯信息管理要求、追溯信息查

询要求、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与管理。 

2、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中的白酒是指 GB/T 15109-2008 中规定的以粮谷为主要

原料，用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

发酵、蒸馏而制成的饮料酒。 

（1）术语和定义：对信息追溯、追溯标识、追溯码、标识码、

追溯节点、追溯信息等关键术语给出了定义。 

（2）一般要求：对追溯体系的设计、实施、管理、运行应遵守

的一般要求进行了规定。 

（3）追溯系统功能：对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白酒生产

企业追溯系统、白酒销售企业追溯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进行了规

定。 

（4）追溯标识要求：对追溯标识的展示、管理、技术、包含信

息、载体等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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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追溯编码要求：应为每个单独的最小包装产品编制一个唯

一的追溯编码，并且为上级的所有包装级别提供唯一的追溯编码。

追溯体系应确保追溯编码的唯一性。追溯编码包含工业互联网企业

标识编码及企业内部编码两部分。并对编码的管理、信息关联等内

容进行了规定。 

（6）追溯信息要求：对企业应收集并存储的原辅料信息、生产

加工信息、成品信息、发货单信息、收货单信息、销售信息、消费信

息、其他信息进行了规定；对应对外公开的信息进行了规定；对应上

传至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的信息进行了规定。 

（7）公开信息要求：对面向社会，供消费者查询的公开信息及

企业应上传至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的产品追溯信息进行了规

定。 

（8）追溯信息采集要求：对配料环节、生产加工环节、销售环

节、消费环节、召回环节进行信息采集的要求进行了规定。 

（9）追溯信息管理要求：对信息存储、信息传输、信息交换、

信息安全的要求进行了规定。 

（10）追溯信息查询要求：对扫描方式和输入方式的要求进行

了规定。 

（11）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对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追

溯系统建设和管理提出了要求。 

（三）解决的问题 

截止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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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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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实施。本标准的制定，将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我国白酒行业技

术标准体系。 

企业通过对标本标准，可实现白酒全程追溯，有效降低在追溯

体系建设中的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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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串货、市场营销

等，通过整体解决方案消化成本；消费者可以通过对标，及时了解购

买产品的真实性，维护自身权益；主管部门可通过标准的实施，依据

标准对白酒行业进行有效监管。 

本项目主要指导和规范白酒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的建设，该

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白酒行业健康、安全发展，提升企业品牌效

益、保护消费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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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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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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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的基础上制定的，在酿酒行业标准体系中是互为补充关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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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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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实施路径。白酒安全信息追溯体系的标准化建设，将为确保

白酒质量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对白酒行业健康、安全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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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

进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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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标准体系见图 1。 

 

图 1  白酒工业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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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白酒标准体系从糖化发酵剂、生产工艺、香型三个维度进

行划分，配套方法、基础、生产规范、食品安全、资源节约、环保和

管理标准相配套的技术体系，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

业标准四个层面上，对白酒、产品的安全卫生、原辅材料、产品质

量、生产规范、环保和包装贮运等标准，加大了行业循环经济模式下

产品配套标准的比重。 

《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属于食品领域饮料酒分类中蒸

馏酒管理标准范畴。通过分析我国现行酿酒标准体系和行业调研，

《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行业标准将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我国

酿酒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对促进和规范我国酿酒行业健康发展具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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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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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实施。企业可按照行业标准的规定和要

求对企业内部标准进行修订，或根据行业标准实施时间要求拟订企

标整改过渡措施。 

本标准的贯标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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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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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 

                           标准起草组 

                                 2020 年 8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