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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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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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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产品缺陷和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小米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长林、丁洁、马学智、黄国忠、郑杰昌、莫英俊、于晶、王琰、王延维、张天龙、

刘勇、钱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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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召回的目的是消除消费品中存在的不合理危险,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召回效果主要体现

在实现召回目的的程度,以及实施召回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召回效果评价能够促使生产者采取有效措

施尽可能召回受影响消费品,同时为生产者及时改进召回策略,为监督管理机构客观、科学评价召回活

动提供技术依据。
追溯管理体系建设是影响召回效果的关键因素。一旦发现消费品存在批次性不合理危险时,可以

通过完备的追溯管理体系迅速、准确确定受影响消费品范围、流向等,最大可能消除缺陷消费品,进而减

少对消费者伤害、降低生产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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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召回 效果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消费品召回实施效果评价的原则、总体要求、指标体系、指标评分、结果计算、效果等

级、影响因素分析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消费品召回实施活动的总结性和阶段性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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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400 消费品召回 生产者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344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召回效果 recalleffect
消除缺陷或降低消费品安全风险的总体程度及产生的影响。

3.2
退回率 returnrate
由生产者对消费者使用中的消费品采取了补救措施的和从流通环节中回收的受召回影响消费品数

量之和占受召回影响消费品数量的百分比。

3.3
追溯单元 traceable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来源:GB/T38155—2019,2.4]

4 原则和总体要求

4.1 原则

4.1.1 目的性

评价生产者开展的召回活动消除缺陷或降低产品安全风险的总体程度,并及时发现召回活动中存

在的问题。

4.1.2 客观性

全面收集召回情况,尽量以具体的、实际的数据为基础客观评价召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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