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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FSTS)作为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传递食品安全信息、缓解食品安全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增强消费者信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 FSTS 经过

十多年的发展, 在法律法规的完善、标准体系的建设以及追溯系统的试点示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

在推行过程中也显现出诸多困境。本文从 FSTS 法律法规和标准、追溯系统建立与应用情况、现有追溯技术

及应用情况以及追溯体系认证等方面梳理了我国 FSTS 的现状, 在此基础上对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 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 旨在为我国 FSTS 建设以及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以促进我国

FSTS 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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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FSTS) can contribute to transmitting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food safety market and enhancing consumer confidence strongly, 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system.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FSTS in China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improv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system and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of traceability system,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FSTS from the aspects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tatus and level, and certification, regarding to FSTS. Furthermore, analyzed the main issue 

regarding to these aspects, and proposed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combining current situa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s of 

China’s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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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 食品安全溯源性、

可追溯性、追溯能力等概念被高频提及, 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FSTS)作为传递食品安全

信息的重要技术手段, 已成为缓解食品安全市场中信息不

对称和增强消费者信心的有效手段。美国、欧盟、日本等

发达国家都通过建立 FSTS, 实现食品生产、流通及消费环

节的全程追溯信息监管, 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力求在食

品安全问题发生时能够快速准确地查找到问题食品的来源

和去向, 进而最大程度地缩小问题影响的范围和后果[1‒3]。

近年来,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标准体系的建立、消

费需求的升级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 我国 FSTS 建设得以

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追溯的有效性得到了一定程度提升。

但由于我国食品安全追溯起步较晚, 在制度保障、体制支

撑、信息共享、资源投入、技术支持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

还有所欠缺。此外, 我国食品行业呈现中小型企业多、管

理水平参差不齐等特点, 食品安全追溯有效性亟待提高。

本文就我国 FSTS 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 提出相关建议, 以促进我国 FSTS 的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 

1  FSTS 现状分析 

1.1  食品安全追溯的概念 

最 早 提 出 “ 追 溯 ” 概 念 的 是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SO
在 ISO 9001-87《质量体系—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和服

务的质量保证模式》4.8 条款提出了“可追溯性”的概念[4]。

2006 年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发布的 CAC/GL 60—2006《食品检验

和认证系统中可追溯性/产品追溯的原则》中给出了食品

追溯的定义, 是指“追溯食物在生产、加工和配送的特定

阶段流动的能力”。2007 年 ISO 发布了 ISO 22005: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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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我国发布了 ISO 22005:2007 的等同转换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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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食品追溯的定

义是指“追踪饲料或食品在整个生产、加工和分销的特定

阶 段 流 动 的 能 力 ” 。 我 国 在 2019 年 发 布 的 GB/T 

38155—2019《重要产品追溯追溯术语》中关于追溯的定

义为“通过记录和标识, 追踪和溯源客体的历史、应用情

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其中指出追溯包括追踪和溯源 , 

旨在通过对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运输、流通、

储存以及销售等食品安全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信息进行

记录, 实现食品全流程正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同时, 

GB/T 38155—2019 将食品安全追溯分为内部追溯和外部

追溯, 内部追溯是指“一个组织在自身业务操作范围内对

追溯单元进行跟踪和(或)溯源的行为”, 外部追溯是指“对

追溯单元从一个组织转交到另一个组织时进行跟踪和(或)

溯源的行为”。我国《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

建立 FSTS, 就是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清晰识别上下游企

业、理清企业内部各环节的联系, 从而建立“向前一步、

向后一步”的 FSTS。 

1.2  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与标准 

1.2.1  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 

我国食品安全追溯相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起步

较晚, 首先应用在禽肉及蔬菜等农产品领域[5]。2001 年, 上

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暂行办法》

是最早将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化的地方性法规, 提出应当在

食品流通环节构建可追溯体制。2006 年 11 月施行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提出“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2015 年修订的《食品

安全法》首次将“食品安全追溯”要求写入法律, 提出了“食

品安全全程追溯”“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概念, 明确了国

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

FSTS, 以保证食品可追溯。随着《食品安全法》(2015 年

修订)的实施, 我国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追溯给予高度重

视, 相关部委与地方政府陆续发布多项与“追溯”相关的法

规、规章等。目前, 我国基本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

基础, 各部委与地方政府制定的食品安全追溯法规、规章

等为补充的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我国食品安全追溯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详见表 1。 

1.2.2  食品安全追溯标准 

ISO 9000 系列标准自发布起就对记录和追溯提出了

要求, 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14881—2013《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中也有关于追溯的“隐

形 ” 条 款 。 ISO 22005:2007( 等 同 转 换 标 准 GB/T 

22005—2009)提供了 FSTS 的解决方案。随着《食品安全

法》(2015 年修订)的实施以及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 

我国又陆续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与食品安全追溯相

关的标准。截至 2022 年 5 月, 我国共颁布食品安全追溯

相关标准约有 350 多项, 其中国家标准 23 项、行业标准

40 余项、农业标准 20 余项、地方标准 150 余项、团体标

准 120 余项[17], 我国与食品安全追溯相关的国家标准详

见表 2。 

1.3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立及应用情况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在发达国家建设较早, 这些国家

大多数建成了适合各自国情的 FSTS, 包括欧盟的官方监

控型、美国的企业自愿政府强制型和日本的政府统筹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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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和规章 
Table 1  Laws, regulations and rules on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in China 

序号 法律、法规及规章名称 条目编号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006 年 11 月) 
第二十四条 [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21 年 4 月) 
第四十二条 [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2019 年 12 月)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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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9]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 年 5 月 9 日) 
第二十二条 [10] 

6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2015 年 9 月) 第二十八条 [11] 

7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推进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完善追溯体系的意见》食

药监科〔2016〕122 号 
全文 [12] 

8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若

干规定的公告》(2017 年第 39 号) 
全文 [13] 

9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白酒生产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指导意见》(食药监

食监一〔2015〕194 号) 
全文 [14] 

10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指导意见》(食药

监食监一〔2015〕280 号) 
全文 [15] 

11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信息记录规范

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5〕281 号) 
全文 [16] 

 

表 2  我国与食品安全追溯相关的国家标准 
Table 2  National standards related to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in China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11.4  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 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 便于产品追溯。 

14.1.1  应建立记录制度, 对食品生产中采购、加工、贮存、检验、销售等环节详细记录。记录

内容应完整、真实, 确保对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 

GB 14881—2013 

2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8.5.2  标识和可追溯性) GB/T 19001—2016 

3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7.9  可追溯性系统) 
GB/T 22000—2006 

4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6.7.1  标识和追溯计划) GB/T 27341—20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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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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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农产品追溯要求 果蔬》 GB/T 29373—2012 

8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T 28843—2012 

9 《农产品追溯要求 水产品》 GB/T 29568—2013 

10 《马铃薯商品薯质量追溯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规程》 GB/T 31575—2015 

11 《农产品追溯要求 茶叶》 GB/T 33915—2017 

12 《葡萄酒生产追溯实施指南》 GB/T 36759—2018 

13 《食品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GB/T 37029—2018 

14 《重要产品追溯 核心元数据》 GB/T 38154—2019 

1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8155—2019 

16 《重要产品追溯 交易记录总体要求》 GB/T 38156—2019 

17 《重要产品追溯追溯 管理平台建设规范》 GB/T 38157—2019 

18 《重要产品追溯 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 GB/T 38158—2019 

19 《重要产品追溯追溯 体系通用要求》 GB/T 38159—2019 

20 《食品追溯二维码通用技术要求》 GB/T 38574—2020 

21 《畜禽肉追溯要求》 GB/T 40465—2021 

22 《农产品追溯要求 蜂蜜》 GB/Z 40948—2021 

23 《牛肉追溯技术规程》 GB/T 4143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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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追溯体系建设模式等[18]。我国早在 2004 年就开始

由政府主导尝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原国家农业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先后开展

了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试点示范工程, 例如山东寿光“蔬

菜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原农业部农垦系统启动的“农垦无

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19]等。2008 年, 以奥运会为契

机, 我国 FSTS 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家陆续启动了多项追

溯系统建设项目, 如 2008 年原农业部启动了“农垦农产品

质量追溯系统建设项目”[20]; 2010 年商务部启动了“肉菜流

通追溯体系建设项目”[21]; 2012 年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建立

了国家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台[22]; 2017 年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上线运行[23]等。除了国家层面建

立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各地方也纷纷建立了多个食品及

农产品安全追溯系统, 如“北京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与服务平台”[24]“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平台”[25]“四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26]“厦门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27]等。 

食品安全追溯相关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以及

消费者, 秦雨露等[28‒29]对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应用情况调

查表明, 政府应用追溯系统实际仅在食品安全监管和部分

保障系统信息安全方面, 企业应用追溯系统也仅在防窜货

和部分保障信息安全方面, 消费者端目前应用追溯系统查

询相关内容相对更少。 

1.4  食品安全追溯技术现状与应用情况 

目前, 我国推广和应用的食品安全追溯技术类型较

多, 不同追溯技术各有优缺点。按照其使用方法的不同, 

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纸质追溯技术; 第二类

是物理追溯技术, 主要有近红外光谱追溯技术[30‒34]、条码

技术和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术

等[35‒36]; 第三类是生物追溯技术, 主要有 DNA 追溯技术

和虹膜识别技术[37‒40]; 第四类是化学追溯技术, 主要有同

位素追溯技术和矿物元素追溯技术[41‒46]; 第五类是新兴追

溯技术, 主要有物联网技术[47‒51]、区块链技术[52‒57]和电子

舌技术[58‒59]等。 

基于目前我国食品行业发展现状, 经济便捷的条码

技术以及 RFID 技术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追溯技术, 近红

外光谱追溯技术、DNA 追溯技术、同位素追溯技术以及新

兴技术由于成本以及技术局限性等原因, 难以实现大规模

普及和应用,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 对于大

多数小微企业来说, 目前主要采用传统的纸质台账方式, 

这种方法操作方便, 投资较少, 对工作人员要求较低, 但

是这种记录方式效率较低, 易出错。因而, 企业要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追溯技术。对于大型企业, 尝试探

索运用多种技术、升级技术手段以及融合物联网技术是未

来的发展趋势。 

1.5  FSTS 认证情况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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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第十二条规定: 适时支持专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探索

建立追溯管理体系专门认证制度[60]。目前, 我国食品农产

品认证主要有 GB/T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良好

操作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认证、良好农

业规范(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认证、危害分析与

关键控制点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认证以及有机产品认证(GB/T 19630《有机产品生

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等, 这些体系认证中对

追溯都有相应要求, 但是只是涉及很小的一部分, 而国家

层面一直都没有专门的追溯体系认证。目前, 我国食品可

追溯体系认证主要是由认证机构探索开展, 作为机构自有

认证制度进行推广。从 2016 年开始, 追溯体系认证在国家

认监委开展备案, 在认证机构的推广下, 有一定数量的企

业获证。截至 2022 年 5 月, 共有 30 家认证机构在认监委

进行了食品安全追溯认证的备案 , 依据的标准主要有

GB/T 37029—2018、GB/T 38159—2019 以及机构自行制定

的技术规范[61]。 

2  FSTS 存在的问题 

2.1  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方面 

目前我国关于食品安全追溯的相关规定主要还是以

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主, 2015 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首次正式将食品安全追溯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但

是并未对企业如何建立 FSTS 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由于

各部门、各地方规章和法规的不统一, 无法形成全国统一

的 FSTS, 制约了食品安全追溯作用的有效发挥。 

2.2  食品安全追溯标准方面 

随着《食品安全法》(2015 年修订)的颁布实施, 近几年

我国陆续发布了多项与食品安全追溯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但是众多的标准之间存在内容交叉、重合

以及不统一的情况, 标准的实用性和操作便利性还有待改

进, 而且由于这些标准的归属不同, 出现多部门、多渠道分

头操作, 导致追溯链条不对接, 追溯信息不能共享。 

2.3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方面 

在国家及地方政府层面, 我国目前参与食品安全追

溯系统建设的主体众多, 由于各个部门通过不同渠道在不

同领域和区域推行不同的追溯系统, 导致追溯信息融合

难、不互通, 得不到有效共享, 无法真正实现从产地到消

费者的全程追溯。在企业层面, 我国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

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多是基于实际需求开发的内部追溯系

统, 较难与其他部门共享溯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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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FSTS 监管方面 

目前, 我国 FSTS 的运行主要依靠上下游主体间的协

作, 没有监管机构对追溯信息进行有效监管, 国家层面也未

设立专业的机构对 FSTS 进行认证。追溯信息监管的缺失将

导致追溯信息质量难以保证, 在对问题食品进行追溯时, 会

出现信息中断或错误的现象, FSTS 的有效性难以保障。 

2.5  食品安全追溯成本方面 

不论是政府主导型的可追溯系统还是企业自建型的

可追溯系统, 在软件开发、追溯系统维护、追溯系统相关

配套硬件设施等方面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此外, 加贴

追溯码以及与追溯系统有关的人力资源等成本也是需要考

虑的一部分费用。这些费用和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可追溯

产品的价格上面, 如果价格过高, 会带来消费者支付意愿

的降低, 从而直接影响产品的销量, 长远来看必定制约可

追溯系统的推广和普及。 

3  FSTS 发展建议 

3.1  完善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建议将我国食品安全追溯的主体、责任、建立原则、

监管、处罚等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 建立统一的标准明

确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追溯方式、追溯程序、追溯内容以

及每一环节食品安全追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等, 确保追溯

信息互联互通 , 避免各自为战 , 形成信息孤岛 , 以提高

FSTS 的可操作性。 

3.2  构建统一规范的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系统 

强化顶层设计, 整合现有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构建全

国统一规范的追溯信息平台, 实现各级平台之间的对接。

建议优先针对高风险重点品类的食品, 建立互联互通的信

息系统, 以强化该类产品的食品安全追溯能力。 

3.3  加强 FSTS 的监管和认证 

FSTS 本身是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建议

在国家政策层面建立食品安全追溯认证制度。由专业的第

三方机构来审核验证企业建立 FSTS 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以推进 FSTS 的有效实施。同时, 第三方认证机构在进行

食品安全体系追溯认证时可采信 GB/T 22000(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GMP 认证、GAP 认证、HACCP 认证以及

有机产品认证等关于追溯部分的结果, 实现一证多审, 减

轻企业负担。 

3.4  加强 FSTS 相关培训和宣传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 FSTS 建设的责任主体, 加强企

业 FSTS 培训工作, 让企业充分认识到建立 FSTS的重要性,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培训, 推进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健全 FSTS, 实现食品质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

源、风险可管控, 切实提高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此外,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追溯的认知度和接受程度直接影响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的推广和普及, 要加强对消费者进行食品

安全风险教育以及可追溯产品知识的普及, 提升消费者的

认知度。 

3.5  加强食品安全追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企业建立 FSTS 所采用的追溯技术将直接影响企业建

立可追溯系统的成本, 由于我国食品行业呈现中小型企业

多, 因此开发经济便捷的食品安全追溯技术是我国食品行

业现状的需要。随着我国职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 开发利

用手机 APP 移动终端采集数据, 既可减少采集数据设备的

成本, 又可以方便快捷的读取数据。袁启辉[62]开发了基于

Android 系统的农产品溯源信息查询手机端, 实现了农产

品信息的管理、采集以及查询。 

4  结束语 

我国 FSTS 经过十多年发展, 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标准。在前期试点示范的基础上, 追溯监管体系也

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条码技术以及 RFID 技术等追溯

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但是通过梳理发现, 我国食品安全追

溯在法律法规以及标准方面还需进一步细化, 用于监管的

追溯系统还待整合。还需要国家层面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

度, 加强 FSTS 的监管, 利用认证手段提升追溯的有效性。

本文也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希望能对 FSTS 建设

以及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以促进我国 FSTS 的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目前, 在我国推行 FSTS 具有很大的难度, 除了法

律法规、标准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 还需要探索出一套适

合我国国情的溯源体系, 包括更加低成本的溯源技术、借

助智能化手机的数据读物方式等, 更重要的是要强化企业

建立 FSTS 的意识和培训以及提高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追

溯的认知水平, 从意识层面以及技术层面解决食品安全追

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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