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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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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配件产品信息追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配件产品供应链信息的追溯体系构建、追溯信息记录和追溯信息项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配件产品供应链中各组织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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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GB/T33245—2016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汽车配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汽车配件 automobileparts
用于组装成汽车的各种专用零部件以及汽车运行时所应使用的各种专用品。
[GB/T33245—2016,定义3.6]

3.2
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information
具备汽车配件产品质量追溯能力的涉及生产、加工、销售、售后等环节记录信息的总和。

3.3
基本追溯信息 basictraceabilitydata
能够实现组织间和组织内各环节间有效链接的最少信息,如生产地点、生产者、生产批号等。
[GB/Z25008—2010,定义3.4]

3.4
扩展追溯信息 extendedtraceabilitydata
除基本追溯信息外,与汽车配件产品追溯相关的其他信息,可以是汽车配件产品质量或用于商业目

的的信息。

4 总则

4.1 汽车配件产品供应链上的组织应明确追溯目标,了解相关法规和政策要求,设计实施可追溯体系,
形成文件加以实施和保持,必要时进行更新。

4.2 汽车配件产品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应符合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要求。

4.3 汽车配件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实施应坚持系统布局、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

4.4 应建立汽车配件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内部审核程序,必要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和(或)预防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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