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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追溯二维

码（质溯码）的生成、使用和管理》

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4 年 10 月 9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发

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实施意见》，

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据《产品

质量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以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建立健全

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

究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公平竞争、

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实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是落实工业

产品生产销售单位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

促进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举措。广东

省质量检验协会联合广东省防伪行业协会于2025年3月10日对团体

标准《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生成、

使用和管理》进行立项。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

负责组织并牵头制定本标准化文件。

二、目的和意义

二维码作为追溯信息的重要载体，是实现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的基本支撑，其生成、使用与管理的标准化不可或缺。本文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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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追溯二维码码制、设计追溯平台标识，制定二维码生成、使用

和管理规则，从源头上确保追溯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唯一性，确

保追溯二维码正确和合理使用，保障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有序

运作，进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标准化的二维码生成、使用和管理流程，可以简化追溯过程，减

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追溯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通过统一的标

准，还可以实现不同追溯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为构建全

国统一的追溯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三、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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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性原则。标准起草小组遵循“科学、公正、可行”原则，既

考虑标准的适用范围及可操作性，又多方征求企业、技术机构意见，

确保标准制订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协调性原则。本标准的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协调

一致。

实用性原则。在标准制订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根据生产企业及

技术机构的意见进行反复沟通、修改、完善，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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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制过程

（一）调研及立项阶段

本标准对重点工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开展了多次调研，了解企业对

二维码的生成方案、追溯码使用范围和管理应用等情况，充分听取企

业、技术机构对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生成、使用和管理的意见和

建议，2025 年 3 月初形成了标准的初步框架。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由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质量检验协

会等共同组建了标准制订起草小组，并进行了合理分工。在 2025 年

3月 10 日完成标准立项。

（二）制定阶段

标准制订工作启动后，标准起草小组在详细分析当前重点工业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中遇到的痛点，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需求，制定

了《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生成、使

用和管理》（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追溯

二维码（质溯码）基本特性、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生成、追溯二

维码（质溯码）的使用、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管理等七章内容。

下面就本次制订工作中的主要制订内容进行说明。

1.术语和定义（第三章）

对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商品二维码”、“质溯码”进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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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2.追溯二维码（质溯码）基本特性（第四章）

从源头赋码、唯一性、可识别性及授权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3.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生成（第五章）

从二维码码制要求、数据结构、符号生成、特别标识等方面进行

了规定。

4.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使用（第六章）

从质溯码使用场景、印刷质量要求及标识位置要求等方面进行了

规定。

5.追溯二维码（质溯码）的管理（第七章）

从授权使用、生产单位使用管理、销售单位使用管理及追溯平

台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六、其它

（一）关于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是第一次制订，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二）与国内有关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内有关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三）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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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达到的效益

通过宣贯、实施本标准，推动企业质溯码数据格式一致、印制精

度和符号大小符合要求，从而避免信息乱码和无法识读的问题；质溯

码生成能够推动各行各业的标准化，促进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的数据

共享和互认；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质溯码快速获取产品的质量安全关键

信息，实现精准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相关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列团体标准标准起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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