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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趋势 
 

刷二维码辨真伪查出身 
 

有机产品追溯体系连结消费者、企业、认证机构、监管部门 
 

本报记者   陈湘静  
 

  “认证证书编号 OF－3106－931－745，产品名称:＊＊牌空心菜，包装规格 400 克，认证单

位: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生产企业:上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这个月底开始，专卖

店、超市里的不少有机蔬菜等有机食品标签上将标注时下流行的二维码，消费者用智能手机查询

软件一扫描，就能及时方便地查询到有机产品的重要信息。 
  通过二维有机防伪追溯标签及管理系统，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前就通过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编

码，辨别有机食品的真实“身份”。这套系统是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联合上海绿度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开发的，目前国内已有 12 家有机产品生产企业率先加入了试点。 
  试点启动会上，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表示，二维有机防伪追溯标签及管理系统的推广

应用，能帮助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前辨伪查询，增加消费者购买有机产品的信心；帮助获证组织更

好地了解市场，也能帮助政府部门更好地做好监管工作。 
  有机产品如何挽回声誉？ 
  一品一码，新版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签实现信息可追溯、数量可控制 
  去年底，快速发展的有机产业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有机产品真假如何判别？认证标签真的

花钱就能购买？……有机产业诚信、相关认证机构的公信力、相关部门的监管能力等问题引发公

众热议。 
  “随着有机产业在国内的日益发展壮大，国内有机产品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有机

产业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这对有机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认证的有效性？如

何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如何加强消费者、生产者和监管者之间的沟通？是近年来有机产业发展相

关单位都在认真思索和积极探索的问题。”万本太说。 
  据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主任肖兴基介绍，去年以来，国家认监委会同其他部委及时实

施了“有机新政”。根据国家认监委 2012 年第 9 号公告《关于启用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备案系

统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自今年 3 月 1 日起，有机产品生产企业应在销售的有机产品或

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含有机转换产品认证标志)及其唯一编号

(有机码)、认证机构名称或者其标识，“即一品一码。” 
  根据《公告》，在今年 3 月 1 日前已领取旧版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或已印制带有旧版有机产品

认证标志的产品包装的，在 7 月 1 日前就需使用完毕。国家认监委要求，有机产品认证机构和生

产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仅在认证证书限定的产品范围、数量内使用，严

禁在认证证书覆盖范围外的场所进行二次分装、加贴标识等行为。 
  “新版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签的使用对于规范有机产品市场销售，规范有机产品标志使用，

提高有机产品认证有效性，增强有机产品的公信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肖兴基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 10 月，全国各有机认证机构已向国家认监委“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

志备案管理系统”上传了大约 3.4 亿枚有机产品标志信息。“新版标签实施 6 个多月以来，各有机

产品认证机构得以有效控制获证组织的有机产品销售数量，实现了信息可追溯、数量可控制。”

国家认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能否在购买前就辨识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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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码是一种防伪追溯标签，对消费者、监管部门、发证机构都有用 
  “目前的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签只能在消费者付款购买产品后刮开有机码区，登陆网站

(http://food.cnca.cn)，手动输入 17 位产品编号数字后方可获悉产品相关信息。”肖兴基说，由于受

查询的便捷性和及时性限制，目前，有机码查询率尚未达到预期目标。 
  根据《公告》要求，南京国环有机认证中心积极在获证组织中推行使用新版有机产品防伪追

溯标签。肖兴基表示，通过对近 8 个月使用新版标签的实践情况以及对获证组织的调查情况发现，

新版有机产品防伪追溯标签在查询的便捷性、及时性、使用率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据他介绍，国家认监委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指出:
“鼓励认证机构采取更为严格防伪、追溯技术手段，确保发放的每枚认证标志能够从市场溯源到

每张对应的认证证书、产品和生产企业”。 
  “只有不断创新认证技术、丰富监督手段，方能继续促进有机产业健康持续发展。”肖兴基

说。为了进一步提升新版有机标签的使用效能，满足消费者购前查询的需求和提高查询的便捷性，

根据目前智能手机的普及程度以及二维码的应用情况，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联合技术企业

设计了有机产品二维追溯码系统，并开始在获证组织中试点推广使用。 
  目前，二维有机防伪追溯码标签及其管理系统由防伪追溯码分配系统、查询系统、产品追溯

体系数据库等组成。据绿度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有机产品生产企业将产品信息上报认证机构，

系统根据上报信息生成二维有机防伪追溯码并印刷标签；企业则对产品粘贴唯一的二维有机追溯

码。而消费者只需通过智能手机的二维码扫描软件，就能获得欲购买产品的第一手信息，如产品

名、认证机构、证书号、生产企业和产品规格等。 
  据介绍，这套二维追溯系统不只方便了消费者，还将在不同程度上为监管部门、认证机构和

获证组织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比如，消费者通过二维追溯码，既可以随时随地查询产品有关信

息及企业信息，还可及时反馈虚假、错误信息；而系统也将精确统计顾客的数量、消费行为，以

供获证组织参考，调整其生产经营活动，更易于协助监管部门、行业、企业和认证机构做好信息

防伪与追溯性。 
  “二维码技术的应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有机认证的有效性和可追溯性，促进有机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规范认证和销售市场，提升有机产品公信力，有利于促进有机产业诚信体系建设。”

万本太评价说。 
  信息化能实现安全追溯吗？ 
  有机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增强信息共享，连结消费者、企业、监管部门 
  一盒蔬菜，产地在哪里？什么方式生产、收割、包装、运输、销售？……这些问题都直接关

系食品安全，而对这些信息的记录、管理和获取，成为消费者、企业、监管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食品追溯体系作为一种基于食品产业链的全程监控模式，在发达

国家得以快速发展和应用，而在我国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南京国环有机认证中心的专家介绍说，食品追溯体系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安全保障

体系，通过建立食品追溯体系，可以识别出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及时实行产品召回或

撤销。“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使用记录及标签的方法进行，可以是纸质记录、电子标签、条形码、

二维码等。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多网络的食品追溯系统和追溯信息共享平台已成为国际和国内食品

安全管理的发展趋势。” 
  作为中国最早引入追溯体系概念的农业标准化生产，在有机产品认证中，企业构建全过程追

溯体系是认证的关键要求之一。目前我国有机产品获证组织必须按照 GB/T19630《有机产品》国

家标准，实行从农场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各环节，即“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监控，

每个环节都需有可追溯的详细记录，以备检查。 
  二维有机防伪追溯标签及其管理系统就是基于有机产品已经具备的追溯体系，运用现代物联

网技术建立的更高层次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据专家介绍，目前，已有部分有机产品生产企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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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电子追溯系统，在和二维有机防伪追溯标签及其管理系统匹配的前提下，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

二维码查询企业产品的追溯体系，进一步获得产品的生产阶段、加工阶段、运输和仓储阶段、销

售阶段等相关信息。 
  绿度公司负责人介绍说，二维有机防伪追溯标签及其管理系统还可以扩展功能，设置企业介

绍、相关资讯、电子商务和活动体验等拓展服务。通过这些功能，消费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所购

商品的企业背景和基地、加工厂等环境信息，获取到企业的最新与行业动态。 
  相关管理部门则更看重信息化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带来的监管手段丰富和效率提升。专家表

示，二维有机防伪追溯标签及其管理系统的使用，能够方便监管部门监管执法，增强其快速反应

和应对能力，并带动相关政府部门电子政务的推行；认证机构能够提高对有机认证企业的证后监

督和服务水平，规范有机产品的销售；而生产企业等获证组织则能够有效降低造假、售假带来的

损害，同时还能通过管理系统精确统计顾客数量、行为，以供获证组织参考调整其生产经营活动，

从而起到降低成本投入、扩大市场收益、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的作用。 

 
 
  相关报道 
  第 4 批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将公布 
  基地建设和管理将逐步完善和加强 
  本报记者 陈湘静 
  “全国第 4 批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结果近期将公布。”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日前透

露。他同时表示，有机产品的生产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生产的可持续，强调产品的安

全性，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代表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他说，环境保护部历来重视有机农业发展。原国家环保局最早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就引进

了有机农业的概念，将有机产品的规模化、区域化生产作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予

以积极推广，并于 1994 年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国家级有机产品发展研究机构——有机食品发展中

心，颁发了国内第一份有机食品认证证书。此后，又陆续制定了有机食品国家标准、有机食品认

证管理办法、有机食品生产技术规范等一系列文件，初步建立了我国有机产品生产和认证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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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万本太指出，2003 年，按照国务院的统一要求，有机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职能移交国家认监委

后，环境保护部继续与国家认监委友好协作，结合指导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的职责，以推动有机食

品生产基地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有机产业规模化区域化发展，启动了“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考核”工作。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3 批 80 个单位通过考核，第 4 批 80 余个基地初审和复审工作已基本完

成，近期将公布考核结果。“下一步，我们将从完善制度入手，逐步完善和加强基地建设和管理，

引导有机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万本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