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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规则编写。 

本标准代替SZDB/Z 164-2016《基于追溯体系的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规范》。本

标准除编辑星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 3.2 和 3.3； 

——修改了 6.1 和 6.2 中的评价要素内容； 

——修改了表 A.1 和表 A.2 的有关内容； 

——删除了 A.3 的内容。 

本标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于2016年首次发布，2020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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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追溯体系的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深圳市食品安全追溯信用管理系统的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的

评价原则、评价流程、评价要素、风险及信用评价和评价信息的建档。 

本标准适用于对预包装食品的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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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3793 合格供应商信用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7718和GB/T 221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预包装食品 prepackaged food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

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3.2  

供应商 supplier 

指直接向食品经营者提供预包装食品及相应服务的企业。 

3.3  

信用评价 trustworthiness assessment 

对信用主体在某一时期的诚信状况进行记录、分析和评估，并用特定符号标明其诚信状况的活动。 
    [GB/T 23793-2017，3.2] 

3.4  

评价主体 assessment subject 

符合相关要求、从事信用评价的信用服务机构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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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3793-2017，3.3] 

3.5  

层次分析法  AHP,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一种模仿人们对复杂决策问题的思维、判断过程进行构造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决策方法。 

4 评价原则 

4.1 全面性 

基于追溯体系的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应包括能反映预包装食品风险、供应商信用

的关键信息。 

4.2 系统性 

基于追溯体系的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各要素相互之间应既独立，又不重复，

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准确反映相关食品风险、供应商的信用状况。 

4.3 可操作性 

基于追溯体系的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应具有实用性，相关信息要素可采集、

可量化，便于操作。 

4.4 灵活性 

信用评价结果灵活可变，信用评价对象可采取改进措施提升信用评分。 

5 评价流程 

5.1 评价准备 

评价主体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根据预包装食品风险及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确定应采集的数据项；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建立评价系统。 

5.2 评价程序 

5.2.1 信息采集 

通过计算机采集预包装食品和供应商的相关信息。 

5.2.2 结果计算 

根据评价指标及其权重，按照实际情况计算得出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结果及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 

5.3 评价结果更新频率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结果更新时间不超过24小时，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更新时间不超过6个月。 

6 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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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要素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包含五个一级指标评价要素： 

——食品基本信息； 

——检验报告； 

——食品追溯链条； 

——食品追溯证照信息； 

——食品监督抽查结果。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A.1。 

6.2 预包装食品供应商信用评价要素 

预包装食品供应商信用评价包含四个一级指标评价要素： 

——企业基础证照信息； 

——供应的食品风险评价结果； 

——供应的食品监督抽查结果； 

——消费者投诉。 

预包装食品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表A.2。 

7 风险及信用评价 

7.1 风险及信用指标体系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包装食品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A。  

7.2 风险及信用指标权重的确定 

以层次分析法计算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和供应商的信用指标权重，具体方法见附录B。 

7.3 评价结果 

预包装食品的风险评价指数及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数即为评价结果。 

8 评价信息的建档 

    评价主体应建立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电子档案及其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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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和供应商信用评价体系 

A.1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体系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体系表见表A.1。 

表A.1 预包装食品风险评价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评分规则 

食品基本信

息 

基本信息 
食品在追溯系统中有无完整的食品

信息，实现输入商品条码可以查询

到相关信息，信息包含食品名称等

文字信息和食品外包装图片。其中

文字信息包括商品条码、商品名称、

商品品牌、净含量\规格、产地 

0--3 

基本信息包括商品条码、商品名称、商

品品牌、净含量\规格。该项信息完整

得 0 分，不完整得 3 分 
商品图片 0--3 该项信息完整得 0 分，不完整得 3 分 

商品生产信息 0--3 

国内商品必须要 QS、厂家名称、厂家

地址、进口商品必须有产地和总代理信

息。该项信息完整得 0 分，不完整得 3

分 

检验报告 -- 

国产食品所需证照包含《产品检验

报告（包含标签检验）》，进口食

品需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

明》，具体参见 SZDB/Z 163-2016

《预包装食品索证索票规范及电子

记录要求》。 

0--11 

食品在追溯系统中有检验报告且检验

报告审核通过且未过期或过期半年之

内，此项得 0 分；过期半年以上或审核

不通过，此项得 6 分；无检验报告则

此项得 11 分 

追溯链条 -- 

若存在授权等追溯关系，应提供各

类授权等追溯关系证明。关系要求

建立从生产到销售整个链条的完整

联系，否则即为不完整的追溯关系 

0--9 

若预包装食品在追溯系统中有完整的

追溯关系且所有追溯关系均审核通过，

此项得 0 分；有完整的追溯关系且任意

一项待审核或审核不通过，此项加 5

分，否则得 9 分。 

追溯证照 —— 

厂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商

标注册证、条码证）和供应企业的

证照（营业执照、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是否完整准确 

0-13 

厂家生产许可证，供应商的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证各个证照有且审核通过的，得 

0 分；有厂家生产许可证，供应商的食

品生产经营许，但待审核或审核不通过

的每项得 2 分，没有则每项得 3 分；

有厂家营业执照、供应商营业执照但待

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每项得 1 分，

没有则每项得 1.5 分；有厂家商标注册

证和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的，每

个证照且审核通过，得 0 分，有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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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但待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每项得 1 

分，没有则每项得 2 分。 

监督抽查 

食品标签 

监督抽查食品标签和质量检验结

果。 

0--8 

没有标签监督抽查记录的食品此项为 3

分。每次监督抽查记录，标签检验结果

合格减 1 分。第一次检验不合格，加 1

分，第二次不合格加 2 分，第三次检验

不合格加 2 分， 整改后提交经认可的

合格资料，减 1 分。三次以上合格抽检

记录不加分，三次以上抽检不合格记

录，此项为 8 分 

质量检验结果 0--50 

没有质量监督抽查记录的食品此项为 8

分。 首次监督抽查记录，检验合格减

5 分，检验不合格加 10 分，整改后提

交经认可的合格资料，减 8 分。第二次

抽检合格减 2 分，不合格加 14 分，整

改合格后减 12 分。第三次抽检合格减

1 分，不合格加 18 分，整改合格后减

14 分。三次以上合格抽检记录不加分，

三次以上不合格抽检记录，食品风险评

价得分直接为 100 分 

注：满分100分，其中分值越高风险越大，分值越低风险越小。 

A.2 预包装食品供应商信用评价体系 

预包装食品供应商信用评价体系表见表A.2。 

表A.2 预包装食品供应商风险评价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指标说明 分值 评分规则 

企业基础

证照信息

（基础

项） 

企业证

照信息

完整性 

企业证照包含企业基本证照类和企业

资质证照类，具体参见标准《预包装

食品索证索票规范及电子记录要求》。 

0--4 证照上传完整此项得 0 分，否则此项得 4

分。 

企业证

照信息

准确性 

供应商提供正确的证照并填写准确的

信息。 

0--4 上传证照准确此项得 0 分数，否则此项得

4 分。 

供应链

确认 

供应商至少与 3 家零售商确认供应关

系 

0--15 未与任何零售商确认关系得 15 分，与 1 

家零售商确认关系得 5 分，与 2 家零售

商确认关系得 3 分，与 3 家及 3 家以上零

售商确认关系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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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的食

品风险评

价结果

（基础

项） 

—— 预包装食品供应商供应的所有商品的

综合风险评价结果 

 

0--40 若企业未添加食品信息，则此项得 24 分 

供应商供应的商品数为 n，每个商品的食

品风险评价初步结果为 F，则此项得分 P,

为所有商品食品风险评价得分的平均值

乘以修正系数 0.4，既： 

 P=（F1+F2+F3+…+Fn）*0.4*0.98n/n 

如果 0.98n 小于 0.5 则 修正系数为 0.4 
* 0.5 

供应的食

品监督抽

查结果

（质量

项） 

供应商

供应的

食品质

量检验 

结果。 

监督抽查中，预包装食品质量检验结

果关联至供应商的监督抽查记录。 

0--32 没有质量监督抽查记录的食品供应商此

项为 10 分。 首次监督抽查记录，检验合

格减 5 分。检验不合格加 6 分，整改后提

交经认可的合格资料，减 5 分。第二次抽

检合格减 3 分，不合格加 7 分，整改合格

后减 4 分。第三次抽检合格减 2 分，不合

格加 9 分，整改合格后将 3 分。三次以上

抽检合格记录不加分，三次以上抽检不合

格记录，供应商风险评价得分直接为 100

分。 

消费者投

诉（参考

项） 

—— 食品是否有被消费者投诉的记录 0--5 有投诉拒不接受本项得 1 分；有投诉且协

商解决本项得 2分；有投诉且退货得 3分；

有投诉且有赔偿本项得 4 分；有投诉且

后转为举报本项得 5 分。 

 注：满分 100 分，其中分值越高风险越大，分值越低风险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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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信用指标权重的计算 

B.1 建立指标体系递阶层次结构 

将影响评价的各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分解成若干层次，同一层次的各因素从属于上一层次的

因素：目标层（ 高层）、准则层（中间层）和指标层（ 低层）。目标层表示问题的预定目标；准则

层表示采用某种措施和政策来实现预定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节，即影响目标实现的准则；指标层表示实

现预定目标所采用的指标。 

B.2 确定指标的量化标准 

建立一个构造合理且一致的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合理性受到标度的合理性的影响。标度是指评价

者对各个评价指标（或者项目）重要性等级差异的量化概念。当评价分析需要较高的精确度时，可以使

用9种判别等级来评价，见表B.1。 

B.2 两两比较的 1-9 标度 

取值含义 1 : 9 标度 9/1 标度 

i 与 j 同等重要 1 1 

i 比 j 较为重要 3 1/3 

i 比 j 更为重要 5 1/5 

i 比 j 强烈重要 7 1/7 

i 比 j 极端重要 9 1/9 

介于上述相邻两级之间重要程度的比较 2、4、6、8 1/2、1/4、1/6、1/8 

j 与 i 比较 上述各数的倒数 上述各数的倒数 

B.3 确定初始权数 

初始权数的确定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先组织专家，请各专家给出判断数据，再

综合专家的意见， 终形成初始值。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分析研究的目的、已经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初步确定的指标重要性的量化标准发

给各位专家，专家根据比例标度值表所提供的等级重要性系数，独立地对各个评价指标给出相

应的权重； 

——第二步，根据专家给出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分别计算各个指标权重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第三步，将所得出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的资料反馈给专家，并请各专家再次提出修改意见或者更

改指标权重数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权重系数； 

——第四步，重复以上操作步骤，直到各专家对各个评价项目所确定的权数趋于一致、或者专家们

对自己的意见不再有修改为止，把这个 后的结果就作为初始的权重数。 

B.4 计算各层次因素的权重 

第一步，建立判断矩阵 A。通过专家对评价指标的评价，进行两两比较，其初始权重数形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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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A。 

第二步，计算判断矩阵 A 中的每一行各标度数据的几何平均数，记作 iw 。 

                         
第三步，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是利用公式（1）计算，依据计算结果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系数。 

   

                                        

i
i

i

wW
w

=
∑                             

       
(1)

 B.5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由于判断矩阵是人为赋予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实际建立的判断矩阵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

所以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来评价判断矩阵的可靠性。设相容性指标为C.I. (Consistency Index)，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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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判断矩阵的 大特征值，并查找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Random Index)，得出一致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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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若C.R.(Consistency Ratio)<0. 1，就可以认为判断矩阵有相容性，据此计算的权重值可

以接受。随机一致性指标R.I.同判断矩阵的阶数有关，一般情况下，矩阵阶数越大，则出现一致性随机

偏离的可能性越大，对应的R.I.值如下表B.2。 

B.3 平均随机性一致性指标R.I. 

矩阵阶数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54 1.56 1.57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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