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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上午，中国产品质量追
溯系统网络平台常务副总裁于辉宏出
席第十五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企业家
演讲论坛并发言。

于辉宏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食品安
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食品安全是
民生大计，人们对产品品质的要求越来
越高，尤其是百姓入口的食品。一直以
来，国家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但频
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食品安全事故、假
冒伪劣商品等等严重困扰着百姓生
活。近些年，国家采取了诸多措施，出
台了一系列产品追溯相关的法律法规
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例如新修订

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企业要建
立追溯体系；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把
食品和农产品等建立追溯体系摆在了
首位。食品、药品等主管部门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质检总局等也相继出台
了建立追溯体系的规定，保障百姓入口
的食品质量过关。

于辉宏提出，什么是追溯？“追溯”
从字面理解即“追根溯源”，可以对商品
进行正向追踪和逆向溯源。通过防伪
追溯标识对商品生产企业流通环节信
息记录在数据库中，每一件市场中流
通的最小包装商品上拥有唯一的“身
份证”即防伪追溯标识，每个“身份证”
上记录着该商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加

工、物流运输、销售等全链追溯信息，消
费者只要拿着手机扫一扫就可了解到
该商品的身份信息，轻松识别出真伪，
保障每件商品来源和品质，这样既保障
了企业商家的利益，也保证了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因此，食品生产企业建
立追溯体系是最有效的风险质量管控
手段。

于辉宏还分享了追溯平台的特点。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科
技部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质检
总局主管的中国检验检疫学会联合打造
了产品追溯领域内第三方追溯系统网络
平台——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
台，平台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并在国家海关总署成功备案，具有

一物一证、一证一密、随机生成、相互绑
定、杜绝假冒的技术特点。同时，结合
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对食品企业
提出的建立追溯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
善和实践了食用油、白酒、烟草、快消
品、农产品、化肥、农药、种子等覆盖多
行业的食品、农产品、农资追溯模式；接
下来，企业将进一步完善和升级平台技
术，与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会长魏传忠提
出的“五位一体质量保障体系”即“以质
量信用企业为主体，以产品质量标准为
基准，以检验检测为依托，以质量溯源
为手段，以质量保险为保障”的质量管
理体系不断结合，为企业经营和消费者
消费维权提供有力的技术和数据支撑。

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台常务副总裁于辉宏：

推进食品、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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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场出现的一些变化，企业应
该如何应对？王玉雄做了很多用户的研
究，总结起来，就是7-11创始人说的“不
要替顾客着想，要站在顾客的立场去思
考”。应对消费端或者需求端的变化，需
要考虑三个问题：我们的消费者是谁，可
以利用现在的大数据挖掘目标客群在哪
里；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精准营销，提

供个性化、定制化产品；能为消费者提供
什么？

对于供给端的变化，就像如今网络
消费占比越来越高，虽然线下消费仍然
占据市场的绝大多数，但趋势一定是网
络化、品牌化、多渠道。那么企业如何
面对这种变化？首先是供应链的创新，
其次是技术的创新，最后是商业模式的
创新。

对于监管方式的要求，这个是底线

也是红线，必须满足政府监管的需求，
否则企业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虽然监管
的一些标准是推荐性的标准，但是对于
生产食品的企业来讲，需要努力达到政
府制定的标准，比如通过诚信经营、升
级供应链、打造工匠精神来实现。

最后，王玉雄强调，让食品安全助
力企业发展。作为生产企业来讲，一旦
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了供给侧的
一些需求，满足了政府部门监管的需

求，这样它生产出的产品可能就是安全
的，有价值的。王玉雄希望食品安全在
全社会关注，全人类关注的情况下，发
挥它应有的价值，让食品安全首先成为
企业的护身符；让食品安全成为市场的
开拓者；让食品安全成为企业文化的传
播者，让消费者感知到企业是有良知
的；最终让食品安全成为企业发展的新
动能，就是让食品安全成为企业的生产
力。

本报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安以质为本”，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对
于食品而言，质量更关乎消费者的生命
安全，关乎国家整体食品安全战略。11
月19日上午，为更加广泛地提升我国食
品生产加工企业的食品安全意识，更加
有力地推进食品安全追溯工程的普及，
中国食品安全报社与中国产品质量追溯

系统网络平台签订合作协议。
在签字仪式上，中国产品质量追溯

系统网络平台常务副总裁于辉宏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我国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得放心”。近些年，国家采取
了诸多措施，出台了一系列产品追溯

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例如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
品生产企业要建立追溯体系；国务院出
台《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的意见》，把食品和农产品等建立追
溯体系摆在了首位。食品、药品等主管
部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质检总局
等也相继出台了建立追溯体系的规定，

保障百姓入口的食品质量过关。
于辉宏介绍，追溯系统可以对商品

进行正向追踪和逆向溯源。通过防伪追
溯标识对商品生产企业流通环节信息记
录在数据库中，每一件市场中流通的最
小包装商品上拥有唯一的“身份证”即
防伪追溯标识，每个“身份证”上记录着
该商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物流
运输、销售等全链追溯信息，消费者只
要拿着手机扫一扫就可了解到该商品的
身份信息，轻松识别出真伪，保障每件
商品来源和品质，这样既保障了企业商
家的利益，也保证了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因此，食品生产企业建立追溯体系是
最有效的风险质量管控手段。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市场需
求，科技部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质检总局主管的中国检验检疫学会联
合打造了产品追溯领域内第三方追溯系
统网络平台——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网络平台，平台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并在国家海关总署成功备案，具
有一物一证、一证一密、随机生成、相互
绑定、杜绝假冒的技术特点。同时，该平
台结合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国家
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对食
品企业提出的建立追溯体系的相关规
定，进一步完善和实践了食用油、白酒、
烟草、快消品、农产品、化肥、农药、种子
等覆盖多行业的食品、农产品、农资追溯
模式。接下来，该平台将进一步完善和
升级平台技术，与中国检验检疫学会魏
传忠会长提出的“五位一体质量保障体
系”即“以质量信用企业为主体，以产品
质量标准为基准，以检验检测为依托，
以质量溯源为手段，以质量保险为保
障”的质量管理体系不断结合，为企业
经营和消费者消费维权提供有力的技术
和数据支撑。

本报社与中国产品质量追溯
系统网络平台签订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