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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任何组织、个人依据团体标准开展的认证、检测等活动需通过批准授权的程序。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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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印刷企业印制能力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条码印刷企业印制能力评价的评价要求、评价原则、评价要素、评价方法、评价

程序等相关内容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及分支机构对条码印刷企业开展印制能力评价活动，也可作为外部

组织（包括第三方机构）对条码印刷供应商开展印制能力评价的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2904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GB 1290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力评价 capability evaluation

对企业某方面的能力按照一定的行业评价规则进行全方位评估及审核，评估或审核的结果用以体现

企业该方面的能力水平。

4 评价总则

4.1 评价要求

进行条码印制能力评价时，应遵循以下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依据条码相关的法律法规、国际、国家标准，以及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相关技术标准中规定的评

价方法，结合条码的特征及企业实际情况选取科学的评价方法；

——实施条码印制能力评价的机构应具备条码工作经验，并严格遵守公正、合规、专业等职业要求；

——合理分析条码印制能力评价结果；

——合理提出提高条码印制能力的建议。

4.2 评价原则

开展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印刷企业自愿原则，评价时保证被评价的企业是自愿参加能力评价的；

——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如深圳地区的评价机构仅可评价深圳属地的条码印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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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企业自主评价原则，印刷企业自主参加能力评价；

——公正原则，评价人员进行评价时不应带任何形式的偏见；

——有效原则，对评价信息严格审核，保证评价数据真实有效，评价结果应建立在充分的数据和分

析基础上，以保证形成可靠的结论；

——持续改进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模型应持续改进，以提供客观、公正、与时俱进的

评价结果。

4.3 评价要素

本文件所规定的印刷企业印制能力评价要素分为：基础、管理、技术、服务四个部分。此四个部分

形成条码印制能力评价的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可设置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下可设置三级指标。三级指

标作为具体评价内容。

5 评价方法

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结果用 Cp表示，评价方法模型如下式（1）：

Cp=B+Q+T+S……………（1）

式中：

B——基础项得分；

Q——管理项得分；

T——技术项得分；

S——服务项得分。

6 印制能力评价

6.1 概述

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以基础、管理、技术、服务四要素作为评价内容实施。四要素形成条码

印制能力评价一级评价指标，一级评价指标下分设二级评价指标，二级评价指标下分设三级评价指标作

为具体评价内容，同时赋予各级指标合理的分值进行量化处理。其中二、三级指标应根据条码特征和印

刷行业特点进行设置。

6.2 基础

基础项主要由印刷企业的营业执照和印刷经营许可证两个二级指标构成。条码印刷企业是否同时具

备行政部门批准的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印刷经营许可证是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的基础。

6.3 管理

6.3.1 管理概述

管理是条码印制质量的制度化保证。管理要素主要由注册资本及规模、组织机构、质量管理体系建

设、设备设施及条码质量控制管理制度五个二级指标构成。

6.3.2 注册资本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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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企业制度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及规范化水平。一般来说，注册资金越多，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制

度化水平越高，越规范。

6.3.3 组织机构

应从以下方面进行评价印刷企业在印制过程中的机构保障及人员条码素养情况：

——必要岗位的设置及人员数量（必要岗位包括主管领导、业务、设计、技术、生产、检验、仓储）；

——人员条码知识培训情况。

6.3.4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应从以下方面评价印刷企业在规范化管理方面的建设情况：

——条码质量保证手册；

——通过其他认证（如 ISO 认证等）。

6.3.5 设备设施

应从以下方面进行评价印刷企业在设备及工作场所保障方面的投入情况：

——印刷设备配备情况；

——工作场所。

6.3.6 条码质量控制管理制度

从以下方面进行评价印刷企业在条码质量保障方面的制度化投入情况：

——条码设计审查制度及记录；

——条码印刷首件确认制度及记录；

——条码巡检、抽检制度及记录；

——条码出厂验货合格放行制度及记录；

——条码质量检测能力（有在有效计量周期内的条码检测设备）；

6.4 技术

技术是以条码符合性确认检测结果作为数据支撑，以现场抽样检测结果作为数据补充来体现的。用

符合性确认样品检测结果的的修正合格率 Vn1和现场抽样检测结果的修正合格率 Vn2进行动态评价,具体

参见附录 A 及附录 B。

6.5 服务

6.5.1 服务概述

服务是一种顾客体验，以多种形式发生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某种活动的输出。服务要素主要以系统

成员对条码印刷企业的服务满意度反馈来体现。

6.5.2 系统成员服务满意度反馈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印刷企业服务获得系统成员的认可情况：

——企业整个服务流程的便捷通畅度；

——服务人员服务态度及专业性；

——服务响应效率；

——服务意见反馈处理；

——服务持续改进。



T/CABC XXX—XXXX

4

7 评价程序

7.1 确定印刷企业能力评价意向

评价机构与印刷企业确定印刷企业印制能力评价意向，明确双方应尽事宜，就基本信息、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公示和评价结论的发布等达成一致。

7.2 收集并评定印刷企业的“基础”及“管理”各要素，并抽取样品

采用赴印刷企业现场评审的方式，按照能力评价流程，确定现场评审时间；对印刷企业的基础、管

理及服务各要素进行现场评审，并记录相关情况；现场抽取条码印制品 3～5 批次。

7.3 采集符合性确认数据和/或现场抽样检测相关数据

遵循真实、准确、有效的原则，分别采集与条码印刷企业相关的符合性确认检测数据及赴该印刷企

业现场抽样的检测数据；计算此次符合性确认检测结果的修正合格率 Vn1及现场抽样检测结果的修正合

格率 Vn2。

7.4 开展客户对该条码印刷企业的服务评价

向该条码印刷企业的客户（符合性确认送样的系统成员）发放《服务满意度反馈调查表》，征集其

对条码印刷企业的服务评价。若一家印刷企业关联多家系统成员客户，需分别收集各客户的服务评价，

并取平均值。

7.5 执行测算过程

将 7.2、7.3、7.4 中的信息及数据输入附录 A《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体系表》，按体系表的

评价规则计算各评价要素的得分，并带入条码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结果 Cp 公式中，计算 Cp，根据印刷企

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分级规则，核算该印刷企业所属的等级。

7.6 录入管理系统，形成印刷企业能力排名

将印刷企业基本信息及上述过程中的数据及结果录入到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管理系统中，计算当次印

刷企业能力评价得分，显示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等级，并根据得分进行印刷企业排名；

能力评价采用动态评价模式。如：经过初次现场评审及符合性确认形成当时的评价总得分、评价等

级及排名；印刷企业经过整改、再次现场评审或符合性确认送样将重新计算总得分，形成新的评价等级

及排名；

根据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管理系统中的评价等级及排名，可将印刷企业推荐给合适的系统成员：

分值 90～120 分为优秀条码印刷供应商，定为 A 类，可推荐给系统成员，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分值 70～90 为良好条码印刷供应商，定为 B 类，可推荐系统成员与其合作；

分值 60～70 为基本合格条码供应商，定为 C 类，需整理改善措施；

分值<60 分为不合格条码供应商，定为 D类，需整理改善措施，暂停推荐。

7.7 评价结果的发布和公示

评价机构将最终评分和等级以“印制能力评价结果报告”的形式反馈给印刷企业，并在官方网站对

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结果进行公示，供社会公众和系统成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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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体系表

深圳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体系表见表 A.1：

表 A.1 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体系表

印刷企业名称：

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

及分值
评价规则

评价结果

（文字表述）
分值

基础

（10分）

营业执照

——

条码印刷企业是否同时具备行

政部门批准的有效的营业执照

及印刷经营许可证，具备，10

分，否则 0分。

印刷经营许

可证

管理

（40分）

注册资本及

规模

（5分)

注册资本 F

（单位：人民币）

注册资金高、企业规模大

酌情加分：

F≥2000万，5分；

2000万>F≥1000万，3-4分；

1000万>F≥500万，1-2分；

F<500万，0分。

组织机构

(10分)

必要岗位如主管领导、

业务、设计、技术、生

产、检验、仓储设置及

人员数量（5分）

岗位齐全，人数充足：5分；

岗位齐全，人数勉强够数(如一

人多职，一人最多限任两职)：3

分；

否则：0分。

人员条码知识培训情

况（3分）

关键岗位（如设计、技术及检验）

参加条码培训，3分；否则 0分。

质量管理体

系建设

（8分）

条码质量保证手册

（5分）

有完整条码质量保证手册，5

分；否则 0分。

通过其他认证（3分）
通过其他质量认证，3分；否则

0分。

设备设施

（5分）

印刷设备配备情况
工作场所及环境满足印刷要求，

印刷设备齐全，且正常运转，5

分；否则 0分。工作场所

条码质量控

制管理制度

（14分）

条码设计审查制度及

记录（2分）
有：2分；否则 0分。

条码印刷首件确认制

度及记录（2分）
有：2分；否则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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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修正合格率Vn的计算公式见附录B。

注2：条码印刷企业能力评价结果用Cp表示，印刷企业条码印制能力评价逻辑及方法模型如下式（1）：

Cp=B+Q+T+S……………（1）

式中：

B——基础项得分；

Q——管理项得分；

T——技术项得分；

S——服务项得分。

Cp为动态评价结果，总分值为120分，Cp分值越高，证明该印刷企业条码印刷质量和规范水平越高。

其中：

条码巡检、抽检制度及

记录（3分）
有：3分；否则 0分。

条码出厂验货合格放

行制度及记录（2分）
有：2分；否则 0分。

条码质量检测能力：有

在有效计量周期内的

条码检测设备（5分）

具备条码检测能力，5分；否则

0分。

技术

（0～50分）

条码符合性

确认

修正合格率 Vn

（动态评分）

条码符合性确认和现场抽样

两项技术评价措施任存一项，得

分 30分，在此基础上，条码符

合性确认每次送检Vn1高于 75%

加 4分，Vn1低于 55%扣 4分；

现场抽检每次抽检Vn2高于 75%

加 4分，Vn2低于 55%扣 4分（分

数高达 50分便不再加分，低至

0分便不再扣分）。

条码符合性确认和现场抽样

两项技术评价措施均无则该项

得 0分。

现场抽样（或

企业自查）

服务

（20分）

系统成员服

务满意度反

馈

企业整个服务流程的

便捷通畅度

印刷企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

有客户满意度调查的该项初始

分为 12分，在此基础上，每次

系统成员评价 16分～20分，加

4 分；10 分～16 分，加 2 分；

<10 分，扣 4 分（总分达 20 分

便不再加分，低之 0分便不再扣

分）。

有多个评价的采用平均分。

印刷企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

无客户满意度调查，且未进行系

统成员服务满意度反馈，此项得

0分。

服务人员态度及专业

性

服务响应效率

服务意见反馈处理

服务持续改进

总分 基础+管理+技术+服务



T/CABC XXX—XXXX

7

分值90～120分为优秀条码印刷供应商，定为A类，可推荐给系统成员，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分值70～90分为良好条码印刷供应商，定为B类，可推荐系统成员与其合作；

分值60～70分为基本合格条码供应商，定为C类，需整理改善措施；

分值<60分为不合格条码供应商，定为D类，需整理改善措施，暂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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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盖章）：

经 办 人：

日 期： 年 月 日

BB

附 录 B

（资料性）

以符合性确认结果数据作为重要技术要素的评价方法

商品条码符合性确认过程可获知条码印刷企业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印刷载体、印刷方式（见

表 B.1）、条码检测结果、合格率、不合格原因等信息（见表 B.2、B.3）。

表 B.1 商品条码目录表

附表：《商品条码目录表》

序号
贸易项目标识代码

（GTIN） 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
包装

形式

样品是否

完好√/×
条码承印

材料

印刷

方式
印刷企业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注：包装形式代码：纸制品包装-1；塑料制品包装-2；金属包装-3；竹木器包装-4；玻璃容器包装-5；复合材料包装-6

条码承印材料代码：纸质-1；塑料-2；不干胶-3；瓦楞纸-4；肖银龙-5；水洗唛-6；金属-7；玻璃-8

印刷方式代码：平版胶印-1；凹版印刷-2；凸版印刷-3；柔性版印刷（水墨印刷）-4；孔板印刷（丝网印刷）- 5

表 B.2 商品条码符合性确认成功目录表

附表：《商品条码符合性确认成功目录表》 NO:202010094-2

序号
贸易项目标识代码

（GTIN）
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 包装形式 承印材料 符号等级

产品数据

是否录入
备注

1 6973882260029 物体表面消毒液 300ml 塑料制品包装 不干胶 1.6/06/660（C） √ /

表 B.3 商品条码符合性确认失败目录表

附表：《商品条码符合性确认失败目录表》 NO:202010094-2

序号
贸易项目标识代

码（GTIN） 商品名称
规格/
型号

包装形式 承印材料 符号等级
产品数据

是否录入
备注

1 6973882260012 抗菌护手液 100ml 塑料制品包装 不干胶 1.3/06/660（D） √ 调制比等级不足

2 6973882260036 物体表面消毒液 100ml 塑料制品包装 不干胶 0.7/06/660（F） √ 调制比等级不足

注：确认不合格的样品随证书寄还贵企业，如寄出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贵企业来电，即视为收到退还样品

商品条码符合性确认结果亦作为重要的技术指标从量化的角度衡量印刷企业的印制能力，其采用简

易模型：

合格率 =
合格的样品数

总体样品数

为贴合商品条码检测特点，对上述模型进行修正，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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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值越大，条码印刷企业印制能力越好。

式中：

Vn ——企业第 n次送样的修正合格率

fAm——代号为 m的印刷载体符合性确认结果符号等级为 A时的合格率系数

fBm——代号为 m的印刷载体符合性确认结果符号等级为 B时的合格率系数

fCm——代号为 m的印刷载体符合性确认结果符号等级为 C时的合格率系数

NAn——印刷企业第 n次送样符合性确认结果符号等级为 A的样品数

NBn——印刷企业第 n次送样符合性确认结果符号等级为 B的样品数

NCn——印刷企业第 n次送样符合性确认结果符号等级为 C的样品数

Nn——印刷企业第 n次送样的总数

表 B.4 各条码承印材料代号及相应合格率系数

模型中，合格样品按 A级、B级、C级分类， A级最大，B级其次，C级最小，在此引入合格率

系数 fAm、fBm、fCm，贡献的大的等级合格率系数大；同时对印刷载体进行区分和规定，也体现在合格率

系数中，如塑料载体和纸质载体，由于塑料载体对印制能力要求更为苛刻，同样等级的塑料样品和纸质

样品，塑料样品等级对印制能力贡献更大，所以塑料样品的合格率系数值更大。另外，由于每家企业送

样确认次数不一样，每次合格率不一样，且有的不合格因素不完全属于印刷技术能力方面的，为此，将

合格率模型修正为：针对企业每次送样给出一个合格率水平，符合性确认从动态的角度反映印刷企业印

制能力。当前确认的结果反映企业当前的印制能力。

若一次符合性确认送样涉及的条码印刷企业不止一家，按各个企业分别计算合格率；例如，某次符

合性确认送样有一部分样品是 A印刷企业印刷，另一部分是 B印刷企业印刷的。则需要对 A印刷企业

计算一次合格率，对 B印刷企业计算一次合格率。

示例：深圳市 X 公司第一次符合性确认送样 20 个，确认成功 9个，其中 3个为 A级，4个为 B级，2个为 C级，印

刷载体是不干胶，印刷企业为深圳市 Y印刷公司。

以符合性确认检测结果数据为基础，从量化的角度来衡量条码印刷企业 Y公司的印制能力，用修

正合格率大小来衡量该公司本次（第一次送样）体现印刷企业的印制能力状况。

其修正合格率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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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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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0%

材料 材料代号（m） fAm fBm fCm

纸 质 1 1.00 0.90 0.55

塑 料 2 1.15 1.00 0.75

不 干 胶 3 1.00 0.90 0.55

瓦 楞 纸 4 1.10 0.95 0.75

消 银 龙 5 1.05 0.90 0.70

水 洗 唛 6 1.05 0.90 0.70

金 属 7 1.10 0.95 0.70

玻 璃 8 1.20 1.00 0.75

注：若出现新的印刷载体，再增加其条码承印材料代号及相应合格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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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3/20+0.9×4/20+0.55×2/20）100%

= 38.5%
其中，该印刷企业印刷载体为不干胶，故等级为 A、B、C的样品合格率系数分别为 fA3=1.00，fB3=0.90，

fC3=0.55。第一次送样等级为 A、B、C的样品数目分别为 NA1=3，NB1=4，NC1=2。.第一次送样样品总数

N1为 20。
Y印刷公司第一次确认送样修正合格率为 38.5%，若后续经过整改或再送样再分别计算当次的修正

合格率。

修正合格率的公式亦适用于印刷企业条码印制品现场抽样的检测结果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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