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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 
 
  原料复杂，速冻食品追溯止步于原料批次  系统繁杂，各种追溯系统各自为
政，难以形成完整链条 
 

速冻食品二维码追溯难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标准篇 
  肉菜、乳制品可追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如今速冻食品的追溯也被提上了日程。一份围

绕速冻食品追溯展开的标准正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事实上，对大多数速冻食品企业来说，速冻

食品追溯还只是空中楼阁，从标准的提出到企业的具体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报记者 张丽
丽 
  《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发布 
  日前，由中国商业联合会组织制定的《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技术要求》行业标准发布

了征求意见稿。 
  在征求意见稿中，标准指出速冻食品的追溯体系应有速冻食品的组份(含生产环节中的原辅料
采购)、加工条件、储运、销售以及产品标识等有助于追溯不合格产品的信息。实施速冻食品追溯
系统是为了实现保证速冻食品品质，记录速冻食品组份的投料量、使用的加工设备、操作环境、

加工状态、操作人员及产品标签等，能识别加工过程中各部分责任，方便速冻食品召回。 
  此外，标准还详细列出了速冻食品的追溯流程，从编制生产计划、采购计划及采购、原辅材

料入库验收、原辅材料出库登记、原辅材料进入加工车间登记、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单

独核销进入加工车间登记、加工信息流程管理、成品加工信息生成、成品赋码、成品包装入库、

产品出厂检验、成品出库、成品物流运输、成品输出(贮存、销售)一直到成品追溯、防伪。 
  为了确保追溯范围内上、下游环节信息的有效传递，标准要求应明确记录速冻食品加工过程

中有关信息的接收、处理和输出，保证信息间有效链接。同时，标准还给出了速冻食品加工信息

记录表，表中列出了追溯过程各环节需要记录的信息项目。要求在原料(或混合料)上附二维条码
标签，在关键控制点设置配套读写器，而每个二维条码标签上必须含有连接到至少一个组织的追

溯信息。 
  成本低有国标支持，二维码追溯易操作 
  近年来在国内食品领域应用的食品追溯技术仍以二维码技术和 RFID 电子标签为主。但二维
条码成本低、有相关国标支持两个优势，在食品生产管理方面的应用更具可操作性。 
  据了解，2011 年 12 月国家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家
标准《二维条码网络矩阵码》(GB/T 27766-2011)，意味着我国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条码技
术。 
  二维条码国标的发布也为二维码追溯技术的推广提供了标准支持。2011 年发布的《《肉与肉
制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技术要求》国家标准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二维条码国标的支持。 
  据知情人士介绍，肉与肉制品追溯国标在最初制定时计划采用 RFID 电子标签技术。后来考
虑到二维条码有国标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 RFID 至今尚需采用欧美等国的核心技术，加
之二维条码的成本要比 RFID 电子标签低得多。种种因素决定了最终发布的肉与肉制品追溯国标
采用了二维条码技术。 
  《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技术要求》国标基于同样原因采用了二维码技术。 
  据参与奥运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建设的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金卡事业部茆定远博士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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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由于 RFID电子标签成本太高，目前还主要是在烟、酒等产品附加值高的领域有应用，“一般
的一个条码成本可能只有 5分钱，而一个 RFID电子标签，成本可能就要六七毛钱。” 
  速冻食品追溯繁琐，只能到原料批次 
  即将于 8月份上市的雏鹰农牧“雏牧香”生态猪肉，就将使用二维码食品追溯系统。 
  据了解，雏鹰建立的从畜禽育种-养殖生产—屠宰加工—物流配送等全过程的食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系统，可以保证将来销售的每个产品都可以追溯到生产流程的每一个环节，直至每一个养

殖户。 
  类似“雏牧香”这样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程相对简单，追溯起来也比较容易。但对于速冻

水饺、汤圆等加工食品来说，因为涉及原料复杂，加工流程繁琐，追溯起来的难度也相当大。 
  上海矽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了《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技术要求》标准的制定，据

该公司副总裁张也平介绍，当前国内的食品追溯系统的应用大部分还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追溯

的源头也仅限于生产企业采购的原料批次，除非生产企业可以要求原料供应商同样采用食品追溯

系统记录原料信息。 
  台湾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加工食品追溯制度的地区，在台湾食品药物管理局加工食品追溯网

上，其也明确表示:“由于加工食品所涉及原料成分及加工方式之层次多元复杂，非如农产品为单
一原料不经加工或仅经简单之加工制程，故国际间尚无建立有关加工食品之食品履历，如美国卫

生福利部依据2002年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准备回应法发布关于食品纪录(食品履历)之新
规范，该法规要求在两年内，食品业者应建立与保存食品之履历纪录，但也仅止于来源纪录及流

向纪录，即包括厂商名称、地址、电话、食品类型(含商标品、具体型类)、收受(出厂)日期、包装
之数量与类型、运送者名称、地址、电话、辨识批号等之基本数据而已。” 
  台湾地区的做法，是将食品从原料来源、生产养殖、加工制造、运输仓储直到销售全过程中

的每个阶段都视为下一阶段的源头，在各阶段进行登记。 
  简单来说就是追溯到上一个环节，比如对于速冻水饺中的肉、菜和面粉等原料，能够追溯到

原料批号和检验情况，并不能像农产品一样查询到养殖场，乃至某一头猪的具体情况。 
  透视篇 
  万“码”奔腾，食品追溯难以形成完整链条 
  问题不是不能追溯，而是可追溯的系统太多了。 
  商务部门、农业畜牧、工商质监，乃至企业自己都在建立可追溯系统。但这些所谓的追溯系

统，各自为政，都局限在自己的某些环节之内，难以形成完整的链条。 
  要解决这个矛盾，最重要的是统一追溯标准，每个环节都按照相同的规范参与进来，分别追

溯到自己的上下游，那样才能让整个追溯链高效、完整。本报记者 李建东 
  现状:各自为政，追溯难成一条线 
  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农产品的质量体系建立的文件中就明确表示，要实施食品质量的
安全追溯制度。同年 6月 1日开展的《食品安全法》也要加强各种记录，批次记录、产地记录，
可追溯体系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方向。 
  但目前国内食品可追溯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万码奔腾。”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用推广部主任李建辉用这个词来形容目前可追溯体系的

现状，不是没有可追溯体系，而是可追溯体系太多，各有各的一套模式，难以融合。 
  “不仅商务部门、农业畜牧、工商质监机关抓可追溯监管，就是一些生产企业和商家，也把

食品安全追溯作为最好的商业卖点。”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例如工商局在超市零售环节追溯，质监局在生产加工环节追溯，食药局在餐饮环节追溯。总

体来看，国内追溯产业还是围绕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监管环节实施的，并没有实现全供应链的可追

溯。 
  在李建辉看来，目前，我国对食品安全实行分段管理，不同部门负责不同环节，致使许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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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业和部门都在各自领域制定了不同的食品安全追溯编码，这些追溯编码由于没有采用统一

的标识系统，因此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兼容的问题，极易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 
  这些信息只能在各自的企业或相关的行业部门中使用，由于其与超市采用的商品标识系统不

兼容、与国际不接轨，而且不具备全球通用性，因此将会增加计算机系统的运行成本，进而引发

供应链反应迟缓和不确定、时间和资源浪费等问题。 
  解决:“向上一步追溯，向下一步追溯”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困难，我们除了需要加大对商品编码与标识系统的宣传力度外，还要健

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以中国商品编码与标识系统为基础的追溯标准化体系等。”在李

建辉看来，要实现食品的全程追溯，需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参与进来，而每个环节要做的是“向

上一步追溯，向下一步追溯”。 
  前提是，这需要一个统一的追溯标准，目前李建辉极力倡导的是 GSl的追溯标准。这是国际
通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标准。 
  2005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正式推荐 GSl 追溯标准用于食品的跟踪与追溯，
欧盟将此种方法定义为“UN/ECE追诉标准”。 
  在此基础上，全球 60 多个国家相关食品部门都颁布了基于商品条码的与 GSl 一致的食品追
溯编码技术规范与应用指南，在各国食品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是统一组织、协调、管理我国商品条码、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的专门

机构，致力于在全国推广国际通用的、开放的、跨行业的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标准。

1991 年 4 月代表我国加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l)，2000 年以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食品安全
追溯领域积极跟踪国内外最新发展，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追溯技术，探索追溯技术在我国的实践

应用，通过十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案例篇 
  麦德龙农产品的“混搭”全程追溯 
  混搭，这是麦德龙农产品可追溯系统最有特色的地方。 
  它借助严格的审核认证体系，在源头保证了农产品的品质，然后又利用自身的会员管理优势，

再引入国际通用的编码规范，加上工商索证索照系统，将原本断裂的链条串联了起来，从而形成

了独具特点的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追溯流程。    本报记者 李建东 
  一块雪花牛肉的旅程 
  一块编号为“12062921002002001”的雪花牛肉静静地躺在河南郑州麦德龙卖场的冰柜里，
而一个多月之前，它还是一头在陕西杨凌一处农场里活蹦乱眺的黄牛。 
  在陕西省杨凌区秦宝牛业有限公司，这头黄牛度过了它从初乳期到架子牛再到成年牛的所有

时光，这是一处规模型肉牛养殖场，面积 85万平方米，存栏量 15000头，年出栏肉牛 7000头，
农场主名叫陈纯地。 
  这头黄牛和这里众多的同伴一样，都属于秦川牛杂交改良代，也是今年出栏的 7000 头中的
一员。6月 29日，这头黄牛成年了，被送到了位于宝鸡市的秦宝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过屠宰、
分割成若干块牛肉，编号“12062921002002001”的雪花牛肉就是在这里被分割了出来。 
  分割、包装、冷冻，完成一系列的加工程序，这块雪花牛肉成了合格的产品。当然，在此之

前它还需要经过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的检测，检测项目包括外观、重金属和致病菌等几个

方面，共计 14项。 
  随后，雪花牛肉坐上了冷藏车，全程 18℃，它被从宝鸡市送到了 1500 多公里之外的上海，
麦德龙的 DC就位于这里。 
  在麦德龙的 DC里，雪花牛肉和他的同伴们被重新分组，同样坐着-18℃的冷藏车，运送到全
国各地的麦德龙卖场。 
  源头:麦咨达可靠的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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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块雪花牛肉的旅程，其实就来源于麦德龙所属的麦咨达可追溯查询系统，产品的每一

个环节，都可以在这个追溯系统中查询到。 
  类似这样的产品，在麦德龙系统里有 2000 多种，包括畜禽类、水产类、果蔬类、乳品类和
综合类，他们来自于 900多家供应商，但都拥有同一个认证标识——麦咨达。 
  麦咨达是一家由麦德龙集团独资建立的专业咨询公司，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追溯性。到达消

费者手中的农产品，可以从产品上的追溯码，了解到产品从原材、生产、包装及物流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特性体现这样的作用:一旦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出现任何问题，马上可以从上述的追溯信
息中获取出错的环节，从而最大限度保证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减少供应商损失。 
  麦咨达有一批经过培训的专业队伍，他们会根据麦德龙的 MCC 和质量部提供的标准等对农
户进行培训，执行良好的农业操作规范，还有加工产品 IFS或是 GFSI认可的标准。 
  麦咨达将这些标准转化成专业的培训资料给到农户和农产品初加工的企业，并对他们进行培

训，同时帮他们建立可追溯性产品的数据库，这就是麦德龙可追溯系统的源头。 
  为了保证经过麦咨达认证的农产品的可靠性，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农场、加工间、包装过程

中，参与整个流程，包括饲料添加记录、疫苗、药品、操作，还有一些关键控制点。 
  追溯:混搭而成的全程追溯流程 
  目前可追溯这个名词提得很热，但几乎没有真正形成完整链条的追溯，问题就是很多环节连

不起来。在麦德龙全国质量保证经理江新看来，麦德龙可追溯系统成功的地方，就是借助自身优

势，把链条中的各个环节串联了起来。 
  这个链条可以简单总结为:麦咨达认证+GS1+工商索证索照系统+MMS。 
  麦德龙的可追溯条码，依据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l)提出和组织的《全球追溯标准》，这个标
准基于全球广泛应用的商品条码表示体系，符合 ISO、HACCP、GAP 等标准和规范要求，具有
全球统一性、标识唯一性、应用广泛性的特点。 
  MMS 则是麦德龙的会员管理系统，因为麦德龙主要面对的是专业客户，如中小型零售商、
酒店、餐饮业、工厂、企事业单位等，每个客户注册时都会提供营业执照等详细的会员资料，而

这些都在麦德龙的客户管理系统之中。 
  再加上工商索证索照系统，可以很好地实现对流通环节的监管和追溯。 
  在这个基础上，麦德龙的可追溯体系就形成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完整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