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信息数据规范

英文 Food safety credit archive information data specification

1.2 与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一致

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
名称和文件号

国市监办发〔2024〕17 号 计划编号 2023MR0007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4年 2 月--- 2025年 1 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江西省质量和

标准化研究院等

1.7 起草团队

1.8 标准体系表内
编号



1.9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

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对强化信用联合惩戒
等进行专门部署：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信用档案，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行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严重失信者名单认定机制，
加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惩戒力度。

食品安全信用档案是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和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活动中形成
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归集、整理、加工、保存，能够反映企业食品安全信用和食品
安全管理状况的信息记录。加强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
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是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
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构建以食品为重点的信用监管制度体系，印发《市场监管
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建设的通知》等，坚持一企一
档原则，记录完善企业档案内容，强化信用信息运用，推动监管方式转变和监管效
能提升，逐步向以数据为基础的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方式转变。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建设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作为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放管服”改革
的重要举措，在加强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建设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信用监管、
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中具有重大意义。

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制度是我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市
场信用监管有效落实的重要基础。加快推进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本质上促进食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以及危机管理意识的有效提升，从根本上强化食
品安全事故处理的效率，确保食品溯源体系能够得到合理调整，将安全事故责任明
确落实到个人。

制定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信息数据标准，规范记录企业基本信息、
监督管理信息和社会监督信息等三方面内容，有利于指导地方监管部门有效建立食
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实现有效监管，加强社会监督，推动社会共治，助
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2.2 与国内外相关
标准、文献的关系

本标准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建
设的通知》要求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包括的内容，参考了《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基
础术语 第四部分：食品》、《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基本数据集》、《食品药品监
管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二部分：机构、人员》、《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基本数据集》等标
准完成制定。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1）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标准总体框架和关键技术内容的起草、调研和专家
研讨等工作；

（2）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负责提供食品安全数据项；
（3）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参与标准内

容起草；
（4）北京永杰友信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用中心等单位

负责调研和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工作。

3.2 起草阶段

1、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4年 2 月，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立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启动了标准的编写工作，明确了任务分工，确定了标准编制原则，制定了相应的编
制计划。
2、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开展调研
2024年 3-4 月，起草工作组开始收集、整理与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信息相关的标准和
资料，并进行分析。2024年 5-7 月，起草工作组调研了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
场监管大数据中心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北京永杰友信科技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等 10 家单位，通过访谈、问题调查等多种调研形式，了解了当前食品安全
信用档案的现状。
3、形成标准草案
2024年 8-9 月，起草工作组基于相关标准和资料，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经过多次
内部讨论，初步形成了标准草案。
4、召开标准研讨会，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年 10 月，起草工作组召开专家研讨会，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
论，会后起草组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阶段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内容：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相关术语和定义、企业基本信息、监督管理信息和社会监督信息
等内容。
1、范围
该部分主要对《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信息数据规范》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基本信息数据子集、监督管理数据子集、社会监督信息数据子集和证实方
法。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的数据交换、添加、删除等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出现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来源于 GB/T 22117-2018《信用 基本术语》、CFDAB/T 0306-2018《食
品生产许可管理基本数据集》、CFDAB/T 0308-2018《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基本数据集》、
CFDAB/T 0301.2-2018《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基础数据元第 2部分：机构、人员》、CFDAB/T 0102.4-2018

《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基础术语 第 4 部分：食品》。
3、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主要对“企业信用 ”、“信用档案”、“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的定义进行了阐释。
4、数据集分类
该部分阐述了本数据集包括食品生产企业基本信息数据子集、监督管理数据子集、社会监督信息数据
数据子集。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建设的通知》。
5、食品生产企业基本信息数据子集
该部分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主体信息、食品生产许可信息、产品信息、质量安全
管理信息等。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的相关资料和专家意见，结合我国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管理现状而
制定。
6、食品生产企业监督管理数据子集
该部分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监督管理信息。包括监督检查信息、监督抽检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信息、食品召回信息、食品安全事故处置信息、责任约谈信息等信用信息。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的相关资料和专家意见，结合我国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管理现状而
制定。
7、食品生产企业社会监督信息数据子集
该部分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社会监督信息。包括投诉举报信息、社会监督信息、媒体曝光信息等社会
监督信息。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的相关资料和专家意见，结合我国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管理现状而
制定。
8、证实方法
该部分规定了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信息数据的证实方法。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
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在全国范围内向食品主体开展标准的宣贯工作，以推进食品
安全信用档案体系建设的协调性。

6.2 修订和废除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6.3 作为强制性标
准或推荐性标准的

建议
无

6.4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1.GB/T 22117-2018 信用 基本术语
2.CFDAB/T 0306-2018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基本数据集
3.CFDAB/T 0308-2018 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基本数据集
4.CFDAB/T 0301.2-2018 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基础数据元第 2 部分：机构、人员
5.CFDAB/T 0102.4-2018 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基础术语 第 4部分：食品
6.《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建设的通知》（市
监食生发〔2022〕25 号）

联系人 张宏蕊 联系电话 010-58811380 电子邮箱 zhanghr@cnis.ac.cn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2.第 5 章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 2024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