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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制定。

本标准由******提出。

本标准由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修俊、王华、张二康、王雪郦、包万文、周雯、徐雯、商景天、高小翃、张芹、杨

荔、***、***。



贵州特色食品评价通则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贵州特色食品的基本原则、评价规则、评价程序、标识使用和动态管理。本标准适用于贵州

特色食品的评价。

2术语和定语

贵州特色食品：“贵州特色食品”是指利用贵州传统工艺或使用贵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的食品，包含在贵州

种养殖的，明显区别与其他省份同类产品的农产品。

3基本原则

3.1遵循申报自愿、流程透明、评审公正的原则。

3.2参评食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要求。

4评价规则

4.1评审机构

4.1.1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秘书处是“贵州特色食品”的管理机构，具体实施以下工作：组织、监督按规

定申请评价和引用；负责对使用“贵州特色食品”的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管理；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并提议

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抽检；贵州特色食品资格复审和每年按 5%的比例对评价产品进行抽检等工作。

4.1.2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秘书处负责贵州特色食品评价申请资料的受理和资格初审等具体工作。

4.1.3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专家组负责贵州特色食品的评审工作。

4.2申报条件

（1）必须是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团体会员；

（2）经市场主体登记机关登记注册，具有法定市场主体资格；

（3）产品生产过程标准化管理（国家标准、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

（4）产品的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5）连续三年内没有出现较大产品质量事故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

（6）使用“贵州特色食品”标识的经营服务类项目，必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

促进会授权的运营商；

（7）使用“贵州特色食品”标识的食品农产品，必须是与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签订授权协议；

（8）使用“贵州特色食品”的食品农产品质量必须符合相关质量标准，预包装食品不得含有转基因成分，

农产品必须是取得无公害认证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中的一种认证，并在同一领域或产品中有显著区别的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种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销售企业。

4.3评价标准



4.3.1贵州特色食品产品类别见附录 A。

4.3.2贵州特色食品评价分值及规则见附录 B。

4.3.4依据贵州特色食品评价分值，满分 120分，获得 85分及以上，并经公示无异议，取得贵州特色食品认定。

5评价程序

5.1申请

申请单位向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秘书处或各专业委员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递交《贵州省特色食

品产业促进会会员申请表》，同时提交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5.2初核

促进会秘书处进行书面审核，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审核结果，符合条件的通知办理入会手续。

5.3复核

向促进会秘书处提交《“贵州特色食品”评价申请书》和 4.2规定的证明材料，具有注册商标的还应提交商

标注册证，附会员证或会员资格证明。

5.4初审

促进会秘书处进行初审，在 7个工作日内签署初审意见，通过初审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报促进会专家组

进行专业审核。

5.5专业审核

促进会专家组在 30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审核内容，5个以上专家签署意见并专家组长提出最终审核结论，

实质审查内容包括：

（1）申请单位法定主体资格证明；

（2）食品农产品必须是贵州八十八个县市区优质食品农产品；

（3）食品农产品必须是入驻贵州省特色食品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并通过相应的检验检测要求（申请单位

与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共同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4）食品农产品的储运能力及条件必须符合“贵州特色食品”的品牌要求；

（5）食品农产品必须与省外同类产品有显著区别；

（6）符合促进会认可的其他条件。

最终审查结论上报秘书处。

5.6公示

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秘书处通过特色食品产业促进网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

意见反馈，公示期不少于 15天。

5.7确认和公告



在公示期内对初评结果有异议的，应重新组织调查核实，根据核查结果作出裁定；对公示期内无异议或经

过裁定通过的，评审专家组对评审结果进行确认，并报秘书处。秘书处通过特色食品产业促进网对评审结果进

行公告。

5.8颁发证书

经审核符合使用“贵州特色食品”的主体，必须与商标注册人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签订《“贵州特色

食品”标识使用许可协议》及《贵州省特色食品产品质量追溯系统使入驻协议》，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颁

发《贵州特色食品评价证书》。

6标识使用

6.1标识使用人在证书有效期内享有以下权利：

（1）在其产品上或包装上使用该标识；

（2）使用“贵州特色食品”标识进行产品广告宣传；

（3）优先参加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交流活动等；

（4）对标识管理费的使用进行监督；

（5）其他权利（由集体组织制定做出）。

6.2标识使用人在证书有效期内应履行以下义务：

（1）维护“贵州特色食品”产品的品质、质量和声誉，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2）接受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对标识使用的监督和授权委托的专业检测机构对产品质量的不定期

的检测；

（3）“贵州特色食品”标识的使用者，应有专人负责该标识的管理、使用工作，确保“贵州特色食品”标识

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不得向他人转让、出售、馈赠“贵州特色食品”标识，不得许可他人使用“贵州特色

食品”集体商标；

（4）按期缴纳会费及标识管理费。

7动态管理

许可使用协议期 3年，每年 12月份提交年度使用情况报告，经促进会秘书处审核通过。未通过年度检查

的进行暂停使用或整改，年度检查中出现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故或商标侵权行为的取消使用许可。

使用期满，需继续使用的，应在使用期满 30天前向促进会秘书处提出继续使用的申请报告，经审查符合

要求，履行相关使用程序后方可继续使用。逾期未申请使用的，协议期满后禁止使用“贵州特色食品”标识。



附录 A

申请贵州特色食品评价产品的类别

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公告》(2016 年第 23 号)中关

于食品类别的规定,本标准涉及的产品类别主要包括:

●粮食加工品；

●淀粉及制品；

●茶叶及制品；

●炒货及坚果制品；

●食用油、油脂及制品，

●酒类；

●蔬菜及制品；

●水产制品；

●水果及制品；

●食糖；

●糖果制品:

●蜂产品；

●肉制品；

●乳制品；

●饮料；

●豆制品；

●糕点；

●调味品；

●蛋制品；

●罐头；

●冷冻饮品；

●速冻食品。

●方便食品。

注：一般不包括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等。



附录 B

贵州特色食品评价分值

申请单位：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参数 分值 得分 证明

材料

文化

特色

文化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地域特色，在传统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

之地；是当地传统饮食文化的一大亮点
10

产品或

技艺传承

相关文化艺术或技艺等被列入国家或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减半得分）
10

品牌价值
获得省级及以上相关品牌认可或质量、管理认证，如中华老字

号、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国家地理标识产品等。
10

营养

安全

科学研究 参与相关营养课题研究，有相关研究报告。有国家文献关于营

养健康方面得记载。
10

营养成分 提供法定检测报告，证明产品有人体所需得稀有成分。 10

质量

价值

质量 获得地市级（设区的市）及以上政府相关质量奖，有产品质量

溯源体系
15

管理和服务 取得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 或其他相当资格的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连续三年在各级质量监督检查中均为合格
10

消费者满

意度

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体，用户满意度高，口碑良好 10

市场

价值

市场占

有率

在一定范围内被广泛认知，有一定的美誉和口碑 10

企业盈利

情况

年销售额、实现利税、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居省内同行业前列 10

诚信体系
获得省级以上信用表彰或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评价 15

合计 120

评审专家签字： 评审时间：

说明:

1. 总分 120 分，85 分为合格，评审专家不少于 5 位，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剩余分值得平均分为实际得分。

2.评审人员根据评分标准和申报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对申报产品进行打分，计算出每种产品评估得分。评估得分即每个评价

指标的权重乘以该指标的得分之和。



附录 C

贵州特色食品评价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单位地址 网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E-mail

联系人姓名 职务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微信号 E-mail

单位性质 所属行业 员工人数

单位介绍

产品介绍（附图片或光盘）

秘书处审查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除提交上表外，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2.获得商标注册等有关文件复印件；3.近三年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加盖企业财务章)；4.历代传承的产品介

绍、发展情况及材料、历代传承的特色文化介绍和相关材料；5.申报产品的相关健康功能的科学证据，附正规报刊、杂志发表的

研究报告复印件；6.获得的社会荣誉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7.当年由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报告复印件；8.相应的产品

样品 5份。

所有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附录 D

贵州特色食品申报单位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我单位郑重承诺，此次申报“贵州特色食品”所提供的申报表及相关资

料均为真实有效。如因我单位提供的材料真实性问题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和法律

责任均由我单位承担。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录 E

贵州特色食品标识

注 1：红色表示希望，绿色表示健康，叶片象征双手举托红色贵州，全国寓意贵州特色食品产业是朝阳产业，发展特色

食品产业，改善人民身体健康大有可为，充满希望。

注 2：本标识由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秘书处提供原图，凭授权文件印刷。

注 3：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使用本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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