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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可追溯性的原则,一般追溯流程,对追溯参与方、追溯信息的要求

以及实施追溯和召回等。
本标准适用于对电子商务交易产品的追溯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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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2904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15425 商品条码 128条码

GB/T16828 商品条码 参与方位置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16830 商品条码 储运包装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16986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GB/T18127 商品条码 物流单元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21049 汉信码

GB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33993 商品二维码

GB/T35408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54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追溯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能力。
注1:当考虑产品或服务时,可追溯性可涉及:

a) 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

b) 加工的历史;

c) 产品或服务交付后的分布和所处位置。

注2:改写GB/T19000—2016,定义3.6.13。

3.2
追溯单元 traceableunit
需要对其来源、用途和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追溯的单个产品或同一批次产品。
注:追溯包括跟踪(tracking)和溯源(tracing)两个方面。

[GB/Z25008—2010,定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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