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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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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清大曜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智

信追溯信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万信方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烤羊羊(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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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玎、胡冶、王树文、高海伟、郭炳晖、张岗 



T/CFCA0002－2017 

 1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产品追溯体系的建立与评估原则、方法，明确了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企业产品追溯

体系的评估指标。本标准适用于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各类生产企业、物流企业、商贸企业产品信息追溯体

系建设和评价依据，也可作为对企业产品追溯体系进行规范与管理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28843—2012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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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2005：
2007，IDT） 

GB/T 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T/CFCA 0001—2017中规定的术语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追溯 traceabililty 
通过记录标识的方法追踪或回溯某个实体的来源、用途、位置、责任主体和流通节点的能力。 

3.2 

产品追溯体系 Product traceability system 

企业产品信息追溯中的方案规划、系统建设、实施运营、管理制度、人员组织、实施追踪、信息存
储、考核管理等相关工作集合。 

3.3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评价企业产品追溯体系中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各级指标集合。 

3.4 

权重值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ex 
衡量评价指标在评价指标中重要程度的数值。 

4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4.1 科学性 

应符合客观实际,能够准确反映企业产品追溯体系基本状况和整体水平。 

4.2 独立性 

评价指标内涵清晰、互不交叉。 

4.3 可操作性 

体系结构简洁、计算方法易行、指标信息易得、评价应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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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追溯体系建设要求 

5.1 定量评价指标（a） 

定量评价指标可根据有关参数通过计算获得。 

5.2 定性评价指标（b） 

定性评价指标可用特征值或程度表示。 

 

6 指标评分标准及权重值 

6.1 指标评分标准 

6.1.1 定量指标评分标准的确定 

凡在国家或行业有关政策、标准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选用国家或行业要求的数
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企业产品追溯体系各主要环节近年来实际达到

的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指标值。 

6.1.2 定性指标评分标准的确定 

用于评价企业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其实施效果整体的状况，按“是”或“否”

两种选择来评定。 

6.1.3 指标权重值 

本标准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专家根据该项指标对企业产品追溯体

系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及服务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难易程度来确定。 

6.1.4 各指标评分标准及权重值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各指标评分标准及权重值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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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各指标评分标准及权重值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类型 
权

重 
评分标准 

01 体系规划  10  

0101 战略规划 b 1 
A、制定了未来 3-5 年的企业产品追溯体系战略规划。（100 分） 

B、未制定未来 3-5 年的企业产品追溯体系战略规划。（0 分） 

0102 年度计划 b 1 

A、根据战略规划制定了年度计划，有明确的实施措施。（100 分） 

B、根据战略规划制定了年度计划，无明确的实施措施。（60 分） 

C、未制定年度计划。（0 分） 

0103 部门（区域）计划 b 1 

A、根据年度计划制定了部门（区域）计划，有明确的实施措施。（100 分） 

B、根据年度计划制定了部门（区域）计划，无明确的实施方案。（60 分） 

C、未制定部门（区域）计划。（0 分） 

0104 上年度指标完成率  7  

010401 产品应用率 a 2 

上年度本企业生产产品应用信息追溯标签率=应用产品数量/产品总产量*100% 

A、100%及以上。（100 分） 

B、80%-100%。（60 分） 

C、50%-80%。（30 分） 

D、50%以下。（0 分） 

010402 采集内容完整性 a 2 

上年度追溯信息采集内容完整性：基本信息、生产信息、物流信息、销售信息 

A、四项。（100 分） 

B、三项。（60 分） 

C、二项。（30 分） 

D、一项。（10 分） 

010403 信息共享完成率 a 2 

上年信息共享完成率：企业内部 2 个或以上系统实现追溯信息共享、生产企业与物流企业追溯信息

已实现共享、生产企业与商贸企业追溯信息实现共享 

A、三项及以上。（100 分） 

B、二项。（60 分） 

C、一项。（30 分） 

D、无。（0 分） 

010404 成本降低完成率 a 1 

上年度成本降低完成率=（1-成本降低率）/(1-成本计划降低率）*100% 

A、100%及以下。（100 分） 

B、100%以上。（0 分） 

02 体系建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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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技术力量 b 2 

A、自有技术人员 10 名及以上或与全国性专业第三方机构有合作协议。（100 分） 

B、自有技术人员 5 名及以上（60 分） 

C、自有技术人员 5 人以下且没有技术合作协议公司。（0 分） 

0202 团队资源 b 4 

A、人员、资金、设施设备、技术、管理模式等资源的配备适宜，能满足体系运营的需要。（100 分） 

B、人员、资金、设施设备、技术、管理模式等资源的配备基本能满足体系运营需要，但还需要完

善。（60 分） 

C、人员、资金、设施设备、技术、管理模式等资源的配备有很大差距，不能满足体系运营的需要。
（0 分） 

0203 采集节点布局 b 4 

A、生产环节、仓储环节、运输环节、商贸环节，节点关系紧密，衔接科学合理，各部分能充分发

挥在其体系中的作用。（100 分） 

B、生产环节、仓储环节、运输环节、商贸环节，节点关系松散，布局较为合理。（60 分） 

C、生产环节、仓储环节、运输环节、商贸环节等体系节点设置不全。（0 分） 

0204 采集点增长率 a 2 

采集点增长率=采集点增长量/上年度采集点数量*100% 

A、10%及以上。（100 分）    

B、5%-10%。（80 分） 

C、0%-5%。（60 分） 

D、0%以下。（0 分） 

03 体系运营  35  

0301 赋码  10  

030101 赋码技术 b 2 

A、具有稳定的赋码能力，能满足运营的需求。（100 分） 

B、具有稳定的赋码能力，基本能满足销售的需求，偶尔出现赋码出错、采集不准情况。（60 分） 

C、赋码能力不稳定，多次出现赋码出错、采集不准情况。（0 分） 

030102 赋码编码 b 6 

A、采用标准统一码，供应链可贯通使用。（100 分） 

B、采用自编码，供应链在授权下可以使用（60 分） 

C、采用自编码，无法贯通使用。（0 分） 

030103 赋码识别形式 b 2 

A、消费者通用设备识别。（100 分） 

B、消费者专用设备识别。（60 分） 

C、消费者无法识别。（0 分） 

0302 赋码应用  10  

030201 附标方式 b 1 

A、全部采用设备自动赋码（100 分） 

B、部分设备自动赋码，部分人工赋码。（60 分） 

C、全部人工附标。（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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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02 产品应用率 a 4 

本企业生产产品应用信息追溯标签率=应用产品数量/产品总产量*100% 

A、100%。（100 分）    

B、80%-100%。（80 分） 

C、40%-80%。（60 分） 

D、40%以下。（0 分） 

030203 追溯范围 b 2 

A、生产及流通环节。（100 分）    

B、流通环节。（60 分） 

C、仅厂商或产品信息。（10 分） 

030204 信息共享范围 b 3 

基础数据与供应链上下游物流商、经销商、政府、消费者等各方共享范围： 

A、≥上述四方。（100 分）    

B、≥上述三方。（80 分） 

C、≥上述二方。（60 分） 

D、一方或无。（0 分） 

0303 仓储  10  

030301 仓储设备 b 2 

仓储设备是指在仓库内用于信息追溯读取、操作、盘点等物流处理的设备： 

A、齐全、适宜且符合要求。（100 分） 

B、较齐全、适宜，基本符合要求，但有待完善。（60 分） 

C、不齐全，部分设备不符合要求。（0 分） 

030302 出入库管理 b 3 
A、可使用追溯体系进行商品出入库操作，出入库流程合理、操作规范、责任明晰。（100 分） 

B、不可使用追溯体系进行商品出入库操作或出入库操作不规范、责任不明晰。（0 分） 

030303 帐货相符率 a 2 

帐货相符率=帐货相符笔数/储存货物总笔数*100% 

A、100%。（100 分） 

B、低于 100%。（0 分） 

030304 标签附着 b 3 

A、标识齐全、张贴规范、醒目、清晰。（100 分） 

B、标识较齐全、张贴较规范、清晰。（60 分） 

C、没有标识。（0 分） 

0304  销售  5  

030401 经销商覆盖率 a 3 

经销商覆盖率=加入追溯体系经销商数量/企业经销商总量*100% 

A、50%。（100 分） 

B、30%。（80 分） 

C、10%。（50 分） 

D、10%以下。（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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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2 销售收入增长率 a 2 

销售收入增长率=销售收入增长量/上年度销售收入总量*100% 

A、20%以上。（100 分） 

B、10%-20%。（80 分） 

C、长 0%-10%。（60 分） 

D、负增长。（0 分） 

04 体系管理  33  

0401 品牌管理  4  

   

040101 
社会声誉 b 2 

A、获得国家奖励或称号。（100 分） 

B、获得省、部级奖励或称号。（80 分） 

C、获得其他级别奖励或称号。（60 分） 

D、没有获得奖励或称号。（0 分） 

   
040102 

投诉 b 2 

A、没有投诉。（100 分） 

B、无重大投诉。（60 分） 

C、有一次重大投诉。（0 分） 

0402 质量管理  9  

040201 机构及人员 b 3 

A、设立信息化管理部门并配备信息化管理人员，人员具备信息化管理的资质及能力。（100 分） 

B、配备信息化管理人员，人员具备信息化管理的资质及能力。（60 分） 

C、配备信息化管理人员，但不具备信息化管理的资质及能力或没有配备信息化管理人员。（0分） 

040202 信息采集质量 b 3 

A、各节点信息采集准确，无漏采集产品追溯信息。（100 分） 

B、各节点信息采集基本准确，有较少漏采集产品追溯信息。（80 分） 

C、各节点信息采集不准确，有较多漏采集产品追溯信息。（0 分） 

040203 系统运行质量 b 3 

A、过去一年内系统运行稳定，无运行质量问题。（100 分） 

B、过去一年内系统运行基本稳定，出现运行质量问题，能及时、有效处理。（60 分） 

C、过去一年内系统运行不稳定，出现运行质量问题，未能及时、有效处理。（0 分） 

0403 人员管理  7  

040301 岗位设置 b 2 

A、岗位设置科学合理，制定明确的岗位说明书。（100 分） 

B、部分岗位设置不合理，制定明确的岗位说明书。（60 分） 

C、岗位设置不合理，无明确的岗位说明书。（0 分） 

040302 资格与能力 b 2 

A、符合岗位要求。（100 分） 

B、基本符合岗位要求。（60 分） 

C、不符合岗位要求。（0 分） 

040303 培训 b 3 

A、有培训大纲、培训计划，并实施有效的培训。（100 分） 

B、培训不系统。（60 分） 

C、无培训。（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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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制度管理  4  

040401 制度完整性 b 2 

A、制定完备的产品追溯运营管理的相关制度文件。（100 分） 

B、制定了相关的产品追溯运营管理制度文件，但不甚完善。（60 分） 

C、缺乏产品追溯运营管理的相关制度文件。（0 分） 

040402 制度执行力 b 2 

A、各项制度实施规范，能够有效执行。（100 分） 

B、各项制度实施基本规范，基本能够执行。（60 分） 

C、多项制度实施不规范，不能执行。（0 分） 

  0405 信息化管理  9  

040501 信息化设备 b 3 

A、设备齐全、适宜且符合系统运营要求，并有维护保养措施。（100 分） 

B、设备较为齐全、适宜，基本符合系统运营要求。（60 分） 

C、设备不齐全，不能符合系统运营要求。（0 分） 

040502 管理信息系统 b 3 

A、有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和传递及时、有效。（100 分） 

B、有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可以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和传递。（60 分） 

C、管理信息系统较落后，有待提升。（0 分） 

040503 监督检查 b 3 

A、对产品追溯节点和环节实施有效地监督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100 分） 

B、对产品追溯节点和环节实施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能够整改。（60 分） 

C、没有实施监督检查。（0 分） 

05 信息服务  10  

0501 共享服务  4  

050101 共享信息内容 b 4 

A、共享内容完整，可满足供应链用户需求。（100 分） 

B、共享产品追溯信息部分内容，能满足供应链用户的一般需求。（60 分） 

C、简单共享信息内容，不能满足供应链用户需求。（0 分） 

0502 查询服务  6  

050201 行政查询 b 2 
A、能满足政府行政查询服务。（100 分） 

B、不能满足政府行政查询服务。（0 分） 

050202 行业查询 b 2 
A、能满足行业组织查询服务。（100 分） 

B、不能满足行业组织查询服务。（0 分） 

050203 消费者查询 b 2 
A、能满足消费者查询服务。（100 分） 

B、不能满足消费者查询服务。（0 分） 

总评价 

分值 
 

评定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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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评价采用综合评价指数判定。综合评价指数按下式计算： 

100




ii KS
P

 

P——企业产品追溯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数；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分值；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8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的评定 

8.1  

根据实际评价指数，将企业产品追溯体系分为A（优质）、B（良好）、C（合格）、D（待改善）四

级。不同等级的企业产品追溯体系的评定标准见表2。 

表2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等级评定标准 

企业产品追溯体系等级 总评价分值 

A（优质） 90≤P≤100 

B（良好） 75≤P＜90 

C（合格） 60≤P＜75 

  D（待改善） 0≤P＜60 

8.2  

企业自愿参与评价。 

8.3  

对不具备基本资质1)或出现由相关部门认定的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企业产品追溯体系不能进

入评价体系。 

 

                                                 
1) 一般包括统一社会代码证、纳税人资格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