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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协同推进肉菜中药材等 

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

务、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市场监管、中医药管理、药

品监管部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追溯体系建设是强化质量安全监管、保障放心消费和公

共安全、服务消费升级的重要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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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

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但在工作机制协同、平台

互联互通等方面还需要加强和完善。为推动追溯试点示范转

化为制度性成果，构建长效工作机制，现就协同推进肉菜中

药材等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进追溯工作机制协同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意见》明确的管理职责，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协同开展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各地

农业农村部门推动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履行从种植养

殖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产品可追溯主



体责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推动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经营企业建设信息化追溯体系，并

接入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监

督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

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国家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协作平台。

中医药管理部门结合中药标准化工作，推动中药材生产经营

企业履行追溯主体责任、建设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药监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覆盖生产、流通

等全过程的追溯体系。商务部门发挥国家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牵头作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海关、市场

监管、中医药、药监等部门完善工作协同推进机制，对重要

产品追溯实行动态目录管理，建立统计监测和年报制度，科

学评估进展情况和运行成效；推动完成肉菜中药材流通追溯

体系建设试点的地区履行运行管理主体职责，建立健全全程

追溯协同工作机制和正常投入保障机制，加强资产管理和处

置，积极与上游种植养殖环节农产品追溯体系对接，发挥追

溯体系应有作用。 

二、推进追溯信息平台协同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药监等部门分头建设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协作、药品追溯信息协同

等平台，逐步与国家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对接，实现数据

交换共享。商务部门依托国家及地方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

动建设覆盖中央、省、市（及部分具备条件的县）各级重要

产品追溯管理平台，推动中央与地方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



对接，实现追溯信息纵向互通和跨地区联通；探索建立追溯

平台市场化对接管理机制，鼓励各类生产经营企业、协会和

第三方追溯系统接入行业或地区追溯管理或信息协同平台。 

三、推进追溯应用协同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充分利用追溯系统记录的产

品生产流通与来源流向等基础信息，开展产地准出管理、市

场准入管理以及问题产品应急召回处置等工作；充分利用追

溯体系记录生产经营主体信息和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开展追

溯主体信用监管，建立完善产品质量安全档案，形成守信联

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依法加强对生产经营企业建立

实施产品追溯制度的监督检查。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整合追溯

数据资源，充分发挥追溯体系在市场监测与运行调控、行业

管理、维护公共安全和使用者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

生产经营企业在满足监管需要前提下，结合自身需求拓展追

溯系统功能，提升产品防伪、品牌信誉及精准营销水平。建

立便捷高效的追溯信息公共查询通道，便利消费者查询，保

障放心消费。 

四、推动追溯建设运行投入协同 

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积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健全追溯体系建设运行投入和保障

机制。政府投资主要用于信息化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运

维，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统筹规划，防止多头建设、



重复投资。鼓励地方通过市场化运行的方式解决经费，建立

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积极引导、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

与企业或第三方平台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鼓励企业探索应

用简便易行的追溯技术和查询方式。 

五、推动追溯法规制度建设协同 

商务部门牵头探索推进重要产品追溯综合立法，各相关

部门继续推动将生产经营企业建立信息化可追溯制度要求

纳入各领域专门立法中，支持有立法权的地区开展追溯地方

立法工作。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建

立完善重要产品追溯标准体系，明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相互关系，合理确定通用性标准与各

品类各领域专用性标准制修订需求，有序推进标准制修订工

作；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通用性标准建设，共同开展标准

宣贯、试点与应用推广等工作，推动重要产品追溯国家标准

向国际标准转化，形成国际互认的通用追溯规则。农业农村、

市场监管、中医药管理、药监等部门分头推进食用农产品、

食品、中药材、药品等重要产品各领域的追溯专用标准制修

订和应用推广工作。 

六、推动追溯政策配套协同 

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政策协同联动效应，推动追溯体系建

设与‚双安双创‛、绿色市场创建、农贸市场提档升级等食

品安全工作挂钩，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认定、农业品牌推选、



农产品认证、农业展会等涉农工作‚四挂钩‛。要发挥认证

作用，推动相关认证机构将追溯要求纳入审核评价指标；推

动追溯体系区域协同机制建设纳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等一体化发展规划；推动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采购可追溯产品，引导电商、商超、团体消费单位积极采购、

销售可追溯产品。创新推进方式，推动第三方测试、评价或

认证等市场化机制建设。商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将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纳入‚省级政府食品安全评议考核‛、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 

七、推动追溯培训宣传协同 

商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

作培训，编制重要产品追溯培训读本，提升工作水平；加强

部门间、地区间追溯工作交流，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大力复

制推广先进经验与典型模式。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形式多

样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宣传，充分利用食品安全宣传周等多

种形式开展集中宣传，提升追溯体系及追溯产品的影响力和

消费者认知认可度，营造追溯体系共建共管共享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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