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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采集和处理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采集和处理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有关组织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管理的活动。
注:本标准是通用指南,相关组织可结合自身情况和实际需要,设定更为具体的目标和信息采集与处理规范,对本

标准提供的风险信息采集和处理过程进行必要细化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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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1035—2013 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描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险信息 riskinformation
描述潜在风险或已发生伤害事件的信息。

3.2
风险信息管理 riskinformationmanagement
为掌握风险状况和识别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而开展的风险信息采集、加工和处理的活动。

3.3
风险信息采集 riskinformationcollection
为获取风险信息而开展的信息搜寻和获取的过程。

3.4
风险信息挖掘 riskinformationmining
对一定数量的风险信息进行深入计算和分析,并获取风险信息内在特征和规律的过程。

3.5
风险信息处理 riskinformationprocessing
对风险信息的筛选、存储、挖掘等系列活动。

4 风险信息采集

4.1 采集原则

风险信息的采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时效性原则。应在风险信息开始广泛传播之前第一时间采集,保证采集风险信息的时效性。

b) 客观性原则。应尽量保持信息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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