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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qtwj/201704/t20170427_487002.htm） 

 

附錄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重要进出口产品 

质量信息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

〔2015〕95 号）和商务部、质检总局等 7 部委《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商秩发〔2017〕53 号）要求，推进重要进出口产品质量信息追溯体系建设，现提出

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

质量产品供给。加快推进重要进出口产品质量信息追溯体系建设，坚持以落实企业追溯管理

责任为基础，以推进信息化追溯为方向，加强统筹规划，健全标准规范，强化互通共享，为

加强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和风险控制提供有力支撑，促进质量安全综合治理，提升产品质量

安全与公共安全水平。 

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统一基础共性标准和建设规范，实现检验检疫系统业务协

同、资源整合、设施及信息开放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以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质量安

全风险隐患大的进出口产品为重点，优先对消费者普遍关注的进出口产品和领域开展质量信

息追溯。 

（二）加强引导、社会共治。通过追溯体系建设，推动大质量监管机制创新，引导和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出口企业主体作用，完善对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实现质量社

会共治。 

（三）数据集中、互联互通。质检总局对采集的信息数据实施集中管理，充分挖掘追溯

数据的应用价值。在政府、企业、协会、消费者间促进追溯信息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 

三、主要目标 

通过采集记录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基本信息，以及质量控制、检验检测等信

息，实现进出口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究，为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

理与风险控制提供有力支撑。初步建成重要进出口产品质量追溯管理机制和追溯信息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进出口企业质量追溯主体意识显著增强，社会公众对追溯

产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逐步提升，初步实现进出口产品质量社会共治。 

四、工作任务 

（一）建设统一管理机制和信息标准。研究制定追溯工作规范，统一追溯做法。建设统

一的数据标准，制定实施追溯的关键共性信息内容标准，统一数据采集指标、传输格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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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范、赋码规则、数据安全标准、第三方平台接入标准等。 

（二）建设统一追溯信息平台。推动建设统一的进出口产品质量追溯信息平台，统一管

理进出口产品追溯信息的归集、分析、应用、发布和查询，与检验检疫工作相关信息化系统

实施对接，实现追溯数据信息的统一、完整、规范、准确和安全。 

（三）推动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坚持追溯信息平台开放和数据资源共享，推进追溯信息

平台与政府部门、进出口企业、第三方检验、鉴定、检测、认证机构对接，打造产品全生命

周期质量追溯体系。加强与商务、海关、国税、外汇等政府部门合作，推进各方追溯信息互

通共享。 

（四）强化追溯结果应用。开展追溯大数据分析与结果应用，加强风险评估与风险决

策。探索建立产品质量档案、追溯信用管理制度和质量失信“黑名单”，适时发布消费提

示，保护消费者权益。建设统一的公共服务窗口，向社会公众提供追溯信息一站式查询服

务。 

（五）在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积极推进。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为重

点，探索推进食品、出口摩托车等重要产品和跨境电子商务零售等领域的进出口追溯体系建

设。各地可结合质量提升、国检试验区、“同线同标同质”工程、质量安全示范区、生态原

产地保护等创建活动，将影响范围广、风险等级高的产品率先纳入质量信息追溯体系建设。 

五、相关要求 

（一）加强顶层设计。质检总局负责进出口产品质量信息追溯体系建设整体规划，推进

完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标准规范等建设，指导追溯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二）强化贯彻落实。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所辖区域内追溯体系建设的组织实施。应

将追溯体系建设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及

工作重点，出台细化措施，落实职责分工。 

（三）应用先进技术。鼓励企业采用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采集、留存质量信

息，打造全过程信息化追溯链条，利用自有的信息化质量管理系统与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实施

对接。 

（四）创新支持方式。将进出口产品质量信息追溯工作和检验检疫监管工作有机结合，

对企业纳入质量信息追溯体系的产品，经风险评估，实施分类管理，可采取便利化监管措

施，鼓励企业主动参与追溯工作。 

（五）保障数据安全。各级检验检疫部门应将追溯信息用于分析质量状况、开展风险评

估、调整监管重点等工作，不得将追溯信息用于非法牟利或其他不相关事项。 

以上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推进工作中遇到问题情况，要及时向总局报

告。 

  

   

                               质检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