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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为沃柑、茂谷柑、贡柑等晚熟杂交柑橘的生长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 2017年起，广西省的沃柑种

植面积和产量连年稳居全国第一，成为省百亿元

产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由于国内沃柑市场已逐渐趋于饱和状态，同时为

推动沃柑产业长久持续发展，广西省相关部门积极拓

展海外沃柑市场，设法打通和扩大沃柑出口销路。

出口水果需要符合严格的标准，许多国家对我国

出口的水果提出了高要求，所以出口沃柑需要纳入高

效的溯源管理体系才能控制好鲜果质量而顺利销往世

界各地。溯源管理技术已经是当今世界各地用于保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

出口沃柑溯源管理的政策背景

目前，针对各国出口水果的不同要求，我国出台了

《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2018年 11月 23日修正）。这是我国多年来在促进水

果出口双边谈判和解决水果检验检疫实际问题工作中

总结和摸索出的一套具有一定可操作性且符合国外进

口水果果实植物卫生要求的部门规章，其对国内优质

水果加强源头管理，促进扩大出口具有重要意义。该

《办法》要求，对于出口水果需详细记录水果溯源信息、

防疫监控和有害生物情况等。对于出口食品，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

理办法》中规定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可追

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控制

GS1标准应用出口沃柑溯源管理探讨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林翠霞 叶晶

产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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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有效运行，规定出口食品必须满足进口国相关标

准、合同或国际条约、协定的需求，进口国无要求的则

需符合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国内相继出台

相关法规政策，要求通过溯源管理手段保证农产品质

量安全，推进农产品追溯标准体系的建设。2021年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化追溯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

食用农产品追溯标准和规范，完善全程追溯协作机制。

出口沃柑溯源管理过程分析

出口沃柑的质量控制，需要实现在种植环节严格

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在采摘清洗包装环节严防污染、

在运输物流环节使用科学安全规范的冷链保鲜技术

等，各个环节的信息能否有效透明传达给消费者，是保

稳销售市场的关键所在。溯源管理技术通过将全链条

的相关主体、农业投入品、包装材料、沃柑流通单元和

贮藏环境状况等进行唯一标识，再利用自动识别技术

在关键控制节点采集标识所承载的信息并上传数据

库，以供在溯源时进行有效的回调，实现信息闭环的流

通管理，提升消费体验，保障出口沃柑品质，出口沃柑

溯源程序流程，如图1所示。

广西各级各类沃柑种植户和包装厂的规模、管理

水平和掌握的信息资源各异。目前，自主发展的各类

溯源管理手段不能有效保证出口沃柑品质。在广西尚

未建立统一的溯源管理体系下，探索通过使用GS1编
码标准标识沃柑种植、流通的各个过程和节点，将沃柑

品质控制过程产生的信息利用自动识别技术进行采集

和管理，为各类沃柑种植户提供科学有效和实操性强

的品质管理系统。

GS1标准体系

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拥有一整套全球通用的

编码标准，这些标准适用于在全球范围内对跨行业的

产品、运输单元、资产、位置和服务等进行编码，使产品

能够被扫描和识读，实现信息流通共享。其编码具有

科学性、全球统一性、编码唯一性、可自动识别性和扩

展性五大特点。编码是现代社会产品流通和信息流通

所必需的“身份证”，也是实现产品溯源管理的重要手

段。GS1的编码体系分为三大部分，即编码、载体和数

据交换的标准规范。其中编码是按照GS1标准体系编

制的用于识别产品的一组数字和字母，一般包含标识

代码和附加属性代码；载体是将编码可视化和实体化

确定溯源要素

确定编码

记录溯源信息

确定溯源标识

接入上级溯源体系

记录种植环节溯源信息

记录采摘包装环节溯源信息

记录储运环节溯源信息

记录经销环节溯源信息

图1 出口沃柑溯源程序流程

产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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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示方式，用于承载代码所携带的信息被识别和采

集，GS1标准体系下的载体包括一维条码、二维码和射

频标签等；数据交换是指商务合作伙伴间在计算机系

统内部通过规定的协议进行电子信息交换和管理。

GS1标准使用的协议主要包括由 EANCOM、XML、EP⁃
CIS、GDSN等电子数据交换规范所组成的数据系统。

出口沃柑溯源管理中的编码应用

编码是溯源管理过程的核心，利用全球统一标准

的GS1编码规范，对出口沃柑的种植、包装和储运过程

中各个关键控制点的物、料、人和位置等信息进行统一

编码，建立可控的追溯管理体系，实现在种植、采收、包

装和储运过程中关键节点的采集，将详细规范的数据

记录并回传后台以便追踪溯源。

种植信息编码

种植信息编码包括种植果园产地编码、种植产品

品种和投入品编码。按照相关规定，出境水果果园必

须满足相关条件并向当地海关申请注册登记，由海关

对出境果园实施环境、水果生长状况、管理人员、有害

生物、农用化学品和有毒物质的监督管理。为满足溯

源过程采集出境果园各种必需的信息，需对出境果园

使用GS1标准的全球位置码（GLN）进行种植果园产地

编码。GLN用于物理实体、功能实体或法律实体的唯

一标识，由出境果园向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申请，通过

GLN编码可以将产地名称、面积、地形和环境等情况

采集至溯源管理系统。同时需要标注地块的其他附加

属性信息时，可以将GLN和应用标识符一起使用，选

择GS1-128条码作为载体标识。出口沃柑的种植品种

编码由供应商申请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并匹配

对应的GS1应用标识符完整记录品种种类和批次。在

种植过程需要使用农药和肥料等农用投入品时采用投

入品编码，可使用GTIN进行编码标识，与GS1应用标

识符和附加属性代码一起使用，可以标识农用投入品

的名称、生产厂家和产品有效期等信息。出口沃柑种

植信息编码见表1。
示例：

编码项目

种植果园产地编码

沃柑种苗品种编码

化肥农药等农业
投入品编码

编码项目对应记录的信息

果园种植者信息、出境果园注册登记证号、果园面积、经纬度、地形、
土壤、水、空气等

种苗供应商信息、种苗品种名称、批次、数量、采购日期、种植日期等

农业投入品名称、供应商信息、批次、有效期、使用数量、使用日期等

对应的编码结构

AI+全球位置码（GLN）
AI+GTIN+AI+批次+AI+
种植日期+AI+数量+
……

AI+GTIN+AI+批次+AI+
生产日期+AI+数量+
……

表1 出口沃柑溯源管理中的种植信息编码

编码是溯源管理过

程的核心，利用全球统一

标准的GS1编码规范，对

出口沃柑的种植、包装和

储运过程中各个关键控

制点的物、料、人和位置

等信息进行统一编码，建

立可控的追溯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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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种植商申请的厂商识别代码是 697472317，
其为出口沃柑种植果园申请的全球位置码（GLN）是

6974723170019，出 境 水 果 果 园 注 册 登 记 编 号 为

4500GY046，该 种 植 果 园 自 动 识 别 编 码 为（410）
6974723170019（90）4500GY046，条码形式可用 GS1-
128码或二维码表示，其中用GS1-128条码表示，如图

2所示。

在追溯系统中，种植果园需要溯源的环境、面积和

地形等其他信息需与种植果园自动识别编码联系起

来，同时需通过沃柑种苗编码和农业投入品编码采集

沃柑种植管理过程的溯源信息。假设出口沃柑种苗供

应商厂商识别代码是 6971231，该批种苗产品的编码

为 23001，果园购入苗种批次为 00001H，购入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6 日，则种植的种苗信息编码为（01）
06971231230013（11）210506（10）00001H，条码形式可

用GS1-128码表示或二维码表示，用GS1-128条码表

示，如图3所示。

依据同样的原则，可为农业投入品（化肥或农药）

进行编码，以便在种植管理过程高效采集农投品相关

信息。

采收信息编码

沃柑采收过程需要记录采收日期、果品的品种、

所采收鲜果的数量和果品的等级、采收负责人信息等，

需要用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加上应用标识符来

识别相关信息代码实现编码，采收编码信息与种植果

园产地编码的信息、沃柑种苗品种编码信息和化肥农

药等农业投入品信息编码相关联。采收信息编码，

见表2。

为了有效保存采收后的各批次鲜果，通过出口沃

柑采收信息编码作为关键自动识别信息记录采收过程

所关联的天气、日期和采收人员等信息。假设果园编

码为（410）6974723170019（90）4500GY046，鲜果采收

日期为2022年9月10日，采收的鲜果为第C220910001
批次鲜果，则出口沃柑鲜果采收信息编码为（410）
6974723170019（90） 4500GY046（11） 220910（10）
C220910001，条码形式可用GS1-128码表示或二维码

表示，其中用二维码表示，如图4所示。

采后包装处理信息编码

目标市场是境外的沃柑鲜果，采收后必须由有资

质的包装厂进行包装处理，以便于长途运输。《办法》规

定，出境水果包装厂必须满足相关条件并向当地海关

申请注册登记，由海关对出境水果包装厂的厂区整洁

卫生情况、原料场、成品库、水果清洗加工、防虫防病处

编码
项目

采收
信息
编码

编码项目对应记录的信息

采收沃柑品种名称、采收日
期、采收批次、数量、果品等
级、采收者信息、存放地点等

对应的编码

AI+GTIN+AI+批
次+AI+采收日
期+AI+数量+
……

表2 出口沃柑溯源管理中的采收信息编码

图4 出口沃柑采收信息编码图3 种苗信息编码

产品追溯

图2 出口沃柑种植果园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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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使用的水源、农用化学品和管理体系进行监督管

理。故包装处理是出口沃柑流通过程的重要节点，建

立出口沃柑溯源管理体系需对鲜果采摘后的包装处理

信息进行编码采集，以便追踪溯源。包装处理信息编

码与种植信息编码、采收信息编码相关联。出口沃柑

采摘后包装处理信息编码，见表3。

示例：运送至出境水果包装处理厂的沃柑经过清

洗、晾晒、挑选和打蜡等处理后，被分级包装成最终的

销售单元，所产生的采后包装信息处理编码。假设出

境 水 果 包 装 处 理 厂 申 请 的 厂 商 识 别 代 码 为

697777777，分配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000，则该包装鲜

沃柑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为 6977777770006。
该批出口沃柑的果园编码为（410）6974723170019（90）
4500GY046，该包装厂的出境水果包装厂注册登记证

编号为 4500GC001,该批次水果的包装日期为 2022年
11月 11日，批次号为 B2211110001，则采后包装处理

信息编码为（01）06977777770006（410）6974723170019
（90）4500GY046（91）4500GC001（11）221111（10）
B2211110001，条码形式可用 GS1-128码表示或二维

码表示，其中用二维码表示，如图5所示。
编码
项目

包装处
理信息
编码

编码项目对应记录的信息

包装企业相关信息、出境水果包装
厂注册登记证号、采收后处理方
式、使用原料、包装时间、产品等
级、包装规格等

对应的编码

AI+GTIN+AI +包装日
期+……

表3 出口沃柑包装处理信息编码

图5 采后包装处理信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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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信息编码

出口沃柑鲜果在包装处理后进入储运环节，包括

对产品的储存和运输，对于保证沃柑的质量至关重要，

在溯源管理工作中需要采集储存的库名、存储方式、品

种、数量、批次和存储温度、湿度等，运输过程需要记录

运输果品来源、包装批次、运输起止地点、运输方式等

信息。储运信息编码，见表4。

示例：包装处理好的沃柑鲜果进入物流出境环节，

会被组合成为物流单元，物流单元的编码即为出口沃

柑的储运信息编码。假设一个出口沃柑储运单元的系

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为 350123451234567894，沃
柑鲜果包装单元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为

6977777770006,共有 20个沃柑鲜果包装单元，则此物

流 单 元 编 码 为（00） 350123451234567894（02）
06977777770006（37）20，编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扩展

交货地址、收货地址和日期等信息。出口沃柑储运信

息物流单元编码的GS1-128条码形式，如图6所示。

在对出口沃柑建立的溯源管理体系中，梳理关键

节点：种植、采摘、包装和储运，选定对应的编码后，需

将编码印制为可视化的载体标识，附在对应的流通单

元中。经常用到的一维条码载体标识有EAN码、ITF-
14条码、GS1-128条码、GS1 DataBar条码等，二维码载

体标识有 GS1数据矩阵码、QR 码、PDF417和汉信码

等。溯源参与方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载体标

识，使用编码及载体标识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如：

快速响应矩阵码应符合GB/T 18284-2000《快速响应

矩阵码》的规定、汉信码应符合GB/T 21049-2022《汉

信码》的规定、参与方位置码编码规则可参考国家标准

GB/T 16828-2021《商品条码 参与方位置编码与条码

表示》、应用标识符的使用可参考应

用标识符标准GB/T 16986-2018《商

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GS1-128条码

符号的使用及质量要求可参考标准

GB/T 15425-2014《商品条码 128条
码》等。完成编码及载体标识附加

后，基于溯源管理系统，对出口沃柑

的溯源操作只需用自动识别设备扫

描载体标识，即可查询和编辑每个环

节的编码项目对应记录的信息，从而

实现出口沃柑从种植到销售的全流

程信息的流通，以保障对出口沃柑品

质的控制。

图6 储运信息编码

产品追溯

编码项目

存储信息
编码

运输信息
编码

编码项目对应记录的信息

存储者相关信息、存储库
名、存储方式、沃柑品种名
称、数量、批次、存储环境
信息等

运输果品种植信息、包装
信息、包装批次、运输起止
地点、运输方式等

对应的编码

AI+GTIN+
AI +包装日
期+AI+批
次+……

AI+GTIN+
AI +包装批
次+……

表4 出口沃柑储运信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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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中国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拥有地理标志

产品身份的普洱茶以其香气高锐持久、香型独特、滋味

浓醇和经久耐泡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

知。2008年普洱茶产量首次超过 10万吨。虽然普洱

茶产业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家茶企不断推陈出新，但普

洱茶企业集中度不高、消费者对名茶的认可度有限等

原因也限制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茶企生产加工特点

普洱茶原料是决定普洱茶价值的关键指标之一，

提升普洱茶产品的可信度和附加值是众多普洱茶企业

追求的目标。如何让消费者买到的产品物有所值是茶

企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重视的问题。茶企使用产品追溯

系统让消费者对普洱茶产地和销售渠道进行准确查询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可以确保普洱茶来源的

可靠性，提升消费者对普洱茶的信心，扩大消费群体，

推动整个产业规模的扩大。

普洱茶产品种类多

普洱茶按茶树树龄、加工工艺、外形等特征可以分

为古树茶、茶园茶、生茶、熟茶、散茶、紧压茶，为满足不

易码追溯平台为云南茶产业赋能

助普洱茶畅通全球
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王明黔 熊永红 范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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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每个品种有多种包装形式，为满

足企业全品类、多规格的追溯需求，追溯平台必须具有

灵活性高的特点。

普洱茶消费群体层次多样

普洱茶消费群体既有普通消费者、高端茶室，还有

专业收藏家，消费群体遍布世界各地，而且普洱茶出口

市场的全球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包括英国、美国、德国、

法国等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马来西亚、日本、德国

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金额较高。正因如此，追溯平台

须具备国际性的特点。

普洱茶生产较为分散

普洱茶企属于传统加工产业，以中小规模为主。

据统计，2021年云南省主要茶企共699家，其中大型12
家，中型283家，省级及以上龙头企业86家。普洱茶企

整体集中度低、品牌众多、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公认的

品牌较少，这就要求其使用的追溯平台要具备一定的

权威性和开放性。

普洱茶数字化水平低

中小普洱茶企信息化水平大多处于起步阶段，信

息化人才不足。企业若自行构建信息化追溯系统，前

期投入大，后期运维成本高。如企业利用成熟的追溯

系统，通过对其生产工艺和销售流程中关键指标的把

控即可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追溯系统，是一种投资少、

见效快的选择。

易码追溯的优势

权威性和国际性

易码追溯依托的中国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台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持的重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

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主要面向全国生产企业，实现产

品追溯、防伪及监管。该平台接收 31个省级平台上传

的质量监管与追溯数据；完善并整合条码基础数据库、

QS、监督抽查数据库等现有资源；通过对食品企业质

量安全数据的分析与处理，实现信息公示、公众查询、

诊断预警、质量投诉等功能。平台符合GS1标准相关

要求，其追溯信息全球通用，满足普洱茶企销售渠道国

际化的需求。

唯一性

易码追溯以商品条码作为商品的唯一标识，按照

产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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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标准加上商品生产日期、批次、数量等相关信息，

可对普洱茶单个产品或一批产品进行标识，实现一物

一码的追溯或单批产品的追溯。

灵活性

易码追溯可以实现对商品品种、批次和单品等不

同层级的追溯，形式非常灵活，可采用加贴标签、喷码

或预印刷标签等形式对产品赋码进行追溯。

对于散装茶叶，可通过对原料、半成品等非预包装

产品进行有效追溯，构建全方位追溯体系，如图 1
所示。

易用性

易码追溯使用结构化的配置方法。首先，用户配

置企业内部信息，例如企业资质、产品信息、检验报告

等。其次，用户可以进行供应商和销售商的信息配置，

对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进行管控。最后，易码追溯拥

有的统计功能可以方便用户查询单个产品或一批产品

的信息，同时以图的形式在后台展示。易码追溯平台

具有易用性的特点，中小型企业无需配置专业人员即

可进行平台的日常运维。

开放性

易码追溯平台是按照GS1标准体系进行构建的平

台，平台上每个追溯码都是按照GS1标准规范来定义

的，以此作为该条数据的唯一索引，可以确保易码追溯

平台的所有数据和其他执行GS1标准体系的平台实现

数据共享。目前，易码追溯平台的追溯标识可通过微

信、支付宝、百度等手机软件进行扫描，便于零售商、消

费者和监管人员查询相关信息，同时查询记录也会在

后台进行统计，便于茶企查看产品的销售区域。

通过整合普洱茶产品的原料、产地、生产、检验、流

通等关键信息，易码追溯平台可全面实现普洱茶“源头

可溯、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究、公众可查、社会

共治”。

图1 易码追溯对散装普洱熟茶单品和批次追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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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标准

提升中欧跨境物流数字化 促国际贸易发展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丁一 杜寒 谢小鸥

2020年至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

中心）、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远海运和京东物流

四家中方单位参与了“物联网与区块链在泛欧运输网

与全球贸易物流网络中的集成应用项目”，即欧盟“地

平线 2020”PLANET项目，致力于共同开展区块链、物

联网研究工作与应用试点。其中，编码中心积极参与

物联网领域的研究，与GS1波兰、波兰邮政共同为该项

目在中欧邮政系统跨境物流试点中提供GS1标准应用

的支持，提升中欧跨境物流的标准化和数字化水平。

物联网涉及感知识别层、网络构建层、管理服务层

和综合应用层四个部分。GS1标准在感知识别层发挥

着统一标准标识的关键作用。本项目中试点的中欧邮

政和铁路研究与实施对解决标识不统一所造成的物流

信息不完整以及完善海关报关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GS1标准在中欧跨境物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GS1标识关联不同参与方实现信息互认

中波两国在中欧铁路试点以双方 2017年以来在

邮政领域的合作为基础。2017年 9月 22日，波兰邮政

与中国邮政签署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波兰作为中国

邮政铁路运输送往欧洲的“第一站”，将负责接收、集散

中国邮政的包裹货物并派送到欧洲其他国家。国际包

裹业务是波兰邮政发展战略中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由于传统书信邮寄业务的衰落，波兰邮政开始寻找海

外商机，尝试通过采用全球统一的标准，建设能够兼容

中欧运输网络的物流系统和物流中心，在欧洲邮政服

务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邮政系统中，用户只能查询到有限的物流

在中欧跨境的报关流程中应用GS1标准，支持在欧盟报关环节精准判断每

一件商品、每一批货物的品类和价值信息，提升报关效率和准确率。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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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单元 运输单元集装箱单元托盘单元

邮政UPU GS1 SSCC 集装箱BIC
班列车号

关联

关联

关联

图1 SSCC作为中间标识的关联衔接作用

信息。例如，对于出境的邮政包裹，国内段在中国邮政

平台上只能查到从寄件人所在城市到承运商所在城市

的时间表，如果是通过中欧班列铁路运输，承运商所在

城市通常是指中欧班列首发站所在的城市；在国外段，

同样只能查到从班列到达站所在城市到收件人所在城

市的时间表。而对于中欧班列运输段的跨境物流部

分，是无法在邮政系统中查询到的。因此，国际件预计

的到达时间偏差较大，且信息不透明、滞后性强，用户

难以通过公开的平台查询到及时有效的信息。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邮政系统采用的标识标准

（万国邮政联盟UPU标准）与班列承运商使用的标识

标准（国际集装箱局BIC标准）不一致，导致货物信息

与物流信息无法关联，从而出现信息脱节。消费者通

常查询到的邮政编码UPU是对快递包裹的标识，或者

说是对货物的标识；而中欧班列承运商所使用的集装

箱 BIC编码、班列的车号等编号是对运输载具和运输

工具的标识。因为邮政系统和班列承运商系统是独立

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物流单元进行标识，也没有统一

的平台或者系统进行信息共享。因此，邮政跨境的信

息与物流运输的信息是分开的，消费者无法掌握完整

的反馈信息。

为了解决上述标识不统一及物流信息不完整的问

题，需要通过统一的标准实现供应链不同层级对象之

间的标识关联以及不同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互认。GS1
拥有一套完整的编码体系，对这个问题具有成熟的解

决方案。GS1编码体系可对中欧跨境物流中的物体对

象，包括贸易项目（商品、货物）、物流单元（箱、包裹、托

盘货物、集装箱货物）、位置、资产（车辆、托盘、集装箱

等载具），以及所有参与方等进行编码，形成了全链条

的编码解决方案，能够有效解决供应链上标识和信息

不统一、不兼容的问题。同时，这些标识代码是信息系

统查询的关键字，是信息共享的重要手段，通过统一的

标识体系可以为异构的系统搭建信息共享的桥梁，并

提供查询依据。

对于跨境物流来说，物流单元是其核心标识对象，

这里的物流单元指的是托盘单元货物和集装箱单元货

物，是衔接货物与运输工具的中间对象。货物与运输

工具这两个层级的标准化对于实现货运全链条的信息

互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GS1标准中，系列货运

包装箱代码（Serial Shipping Container Code，缩写为 SS⁃
CC）是专门用于标识物流单元的标准，可以对托盘单

元货物或集装箱单元货物进行唯一标识。把 SSCC与

邮政包裹的UPU进行关联，同时与集装箱的BIC或班

列车号进行关联，便可以打通货物单元与集装箱单元

或运输单元的信息链，实现跨境全链条的标识信息互

通互认，如图 1所示。SSCC通过GS1物流标签对物流

单元进行唯一性标识，扫描GS1物流标签上的 SSCC条

码即可实现跨境物流的实物流与其信息流相匹配，以

便供应链各参与方在整个跨境供应链中进行识别和

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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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项目验证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GS1标准

关联不同的标识系统，支持跨境供应链不同参与方，以

扫描统一编码的方式获取信息，并记录物流流转节点

的地点、时间、状态、操作动作等信息，并以GS1标准为

关键标识与供应链其他参与方分享数据，实现供应链

全链条的相关信息都可以通过唯一的关键标识来定位

并查询，达到物流信息查询的完整性。

完善海关报关机制

近年来，海关和税务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经济

增长奠定了基础。目前，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推

进海关系统的数字化应用。根据欧盟目前最新的增值

税（VAT）法规，已于 2021年 7月 1日开始停止对低价

值货物（价值低于 22欧元的货物）免征进口货物增值

税，报关时需要根据货物价值来计算税率。这给低价

值货物VAT计算带来了一些变化，报关流程中需要对

进口货物的品类和价值进行判定。因此，作为海关系

统数字化应用的关键要素之一，货物的品类标识是不

可或缺的。

在报关流程中，货物的编码标识可以帮助快速定

位货物分类，减少了人工文字填报，可以提高报关效

率。通常海关报关采用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HS编码，

即编码协调制度，其英文名称为 The Harmonization
System Code（HS-Code），是对各种不同产品出入境应

征、应退关税税率进行量化管理的制度。HS编码是进

出口货物通用的身份证明，是各国海关和商品出入境

管理机构确认商品类别、进行商品分类管理、审核关税

标准、检验商品品质指标的基本依据。

HS编码是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它规定的“类”

是按照经济部门划分的，按商品原材料的属性、商品用

途或性能进行分类。国际通用的HS编码是通过六位

数字把国际贸易商品分为了 21类 97章，章以下再分

“目”和“子目”，第 6位之后的编码由各国根据情况自

行制定，我国目前采用 10位编码。在传统的海关报关

流程中不需要精确确定货物具体品类，只需填报货物

分类，因此HS编码可以满足传统报关需求。但是，在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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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VAT新规中，报关产品需要确定进口货物具体的

品类，以此来确定税率。因此，仅凭海关的HS编码不

能满足上述要求，对同一分类的产品无法做到细化，需

要基于SKU品类层级的标识标准来提供判断依据。

对于GS1标准来说，则可以标识到具体的货物品

类，可以精确到每一个产品的 SKU。以本项目试点地

区——义乌生产的毛绒玩具的分类编码为例，毛绒玩

具的HS编码为 9503002100，不管是毛绒玩具熊还是

毛绒玩具狗，都是采用统一的HS编码，对于货物的价

值是无法进行定位和判断的。而GS1标准可以将编码

细化到具体的毛绒玩具品类，甚至是造型相同、颜色和

尺寸不同的毛绒玩具熊，都可以细化到使用唯一的编

码来表示。

因此，GS1标准在海关报关的应用是HS编码的一

个有力补充，将海关进出口商品的管理由原来的“税号

级”细化到“商品级”，是提升我国产品出口欧盟的监管

效能、推进中欧跨境贸易效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为

此，在中欧跨境的报关流程中应用GS1标准，支持在欧

盟报关环节精准判断每一件商品、每一批货物的品类

和价值信息，提升报关效率和准确率。

为推动我国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编码中心从

2018年就开始与海关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商品条

码在贸易数字化治理上的应用。将GS1标准引入海关

跨境电商管理，对商品识别提供新技术支撑，推动电商

商城系统、仓库系统和清关申报系统数据的串联，提升

商品分类识别效率，并通过“凭码申报”有效提高企业

申报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简化申报手续，有效提升报关

效率。

今后，编码中心将进一步做好GS1标准支撑工作，

提供更加成熟的解决方案，以参与国际合作为契机，更

好地为跨境物流和海关通关流程提供标准化服务，为

全球供应链建设和国际贸易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中欧运输网络优化

提升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编号：

2021YFE01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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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数字链接的由来及运作原理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贾建华 王利利 张亚格 边琳

1971年 3月 31日，一群商界领袖在纽约会面，讨

论如何自动区分货架上的不同产品，从而无需在所有

产品上贴价格标签。1974年6月26日08:01，在俄亥俄

州特洛伊市的马什商店，收银台第一次发出了“哔哔”

声。就像变魔术一样，结账员莎伦·布坎南（Sharon Bu⁃
chanan）的收银机“知道”顾客克莱德·道森（Clyde Daw⁃
son）购买的是一包 10片装的某品牌口香糖，价格为

0.69美元。

商品条码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为“影响现代

经济发展的 50件重要事务”之一。如今全球每天商品

条码扫码次数高达 60亿次，每一秒钟就有约 7万件商

品被扫码出售。借助 GS1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通

过简单扫描就能将实物商品与数字信息联系起来，在

整个供应链中无缝链接。从农场到超市，商品条码及

其背后庞大的商品数据库提升了整个供应链的灵活性

与透明度。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是将商品数据存储在计算

机的数据库中，再通过使用通用协议（Internet）进行无

线通信和物理通信的设备来访问这些计算机。

将商品条码与互联网相连

以往人们用数据库来储存庞大的数据，然后通过

项目标识符来查找相关信息。GS1数字链接（GS1 Dig⁃

ital Link）则颠覆了以往从数据库中查找数据的方式，

将商品条码连接到互联网。这种变化是由社会变化推

动的，由于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在世界各地的普及，

人们期望所有事实都能被实时共享。鉴于这一强大的

动机，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发布了GS1 Digital Link
标准，以满足整个供应链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GS1 Digital Link颠覆以往从数据库中查找数据的

方式，将商品的一个或多个信息生成不同的互联网链

接。这种变化是由现代生活推动的，也是现代生活所

必需的。

对于所购买的东西，人们想知道更多信息。如，这

是从哪里来的、这里面是什么、该如何使用它、在哪里

可以买到备件、上架的数量有多少、它是库存中最旧的

所以才第一个出售吗、怎样才能被回收、怎样才能安全

地处理等疑问，GS1 Digital Link可以让所有人都能了

解他们想知道的事物。

GS1数字链接运作原理

如果要将商品条码和RFID标签中的GS1标识代

码作为查找信息的起点与互联网连接，有如下方法：

1. EPCglobal中的对象命名服务（ONS）使用互联

网的域名系统基础设施，自动返回GS1识别代码相关

的权威元数据和服务。

编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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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S1可以创建和推广自己的应用程序，比如“条

码识别APP”，它可以链接到GS1验证之类的服务。

3. GS1可以定义自己的 URI方案，就像 2001年
ISBN定义自己的URN命名空间一样。

4. GS1可以制定一项将其标识代码连接到互联网

的标准，即如何将GS1标识代码转换成网址。

GS1 Digital Link采用的是第四种方案，即将代码

转换成网址，由五个层级构成，如图1所示。

第一层——GS1 Digital Link URI
经过 50年的发展，GS1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并得到

广泛应用。GS1 Digital Link不会影响全球贸易项目代

码（GTIN）或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的结构，也不会要

求对日期和重量的表示方式等进行任何更改。

然而，这些标识符可以用多种句法表达，这取决于

要使用的数据载体，如图 2所示（见下页）。图中显示

了各种语法，例如，可以表达商品的GTIN和序列号。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点，我们将更详细地了解一种可

用的语法，即元素字符串语法。

元素字符串语法

GS1 DataMatrix包含四部分数据，见表1（下页）。

每条数据都有一个文本标签，例如GTIN和应用标

识符“01”。GS1维护一个完整的应用标识符列表，这

些标识符都是数字。

GS1通用规范GenSpecs等文件准确定义了多个数

据元素应如何连接成一个字符串，然后编码为条码或

其他符号，这被称为元素字符串语法。表1中的4个数

据元素被编码为一个字符串。为了方便阅读，此处将

AI显示在括号中，但其本身不包含在条码编码的字符

串中。

示例：<FNC1>（01）09506000134376（17）221225
（10）ABCDEF<FNC1>（21）1234

简而言之，其结构如下：

1.“FNC1”字符表示后面是一个或多个GS1元素。

2.如果主标识符是固定长度的，就像GTIN（01）的

情况一样，则被放在第一位。

3.由于这个特定的主标识符是固定长度的，所以

不需要标记GTIN的结尾和下一个元素的AI。
4.有效期（17）也是固定长度的，因此，也不需要在

下一个元素之前标记任何类型的分隔符。

5.批号的长度是可变的，因此在序列号（21）元素

之前需要一个<FNC1>字符或者ASCII字符 29作为分

隔符。

第一层——GS1 Digital Link URI
以此为基础

第二层——链接类型

对资源进行识别和分类

第三层——解析器

简单且强大的基础结构

第四层——应用程序

支持第三方应用

第五层——关联数据

电商权威数据

用来读取和共享

GS1标识符作为永久URLs

人或机器可读的菜单，如产品信息页面、
说明书、促销活动等

数据生态系统可操作的基础

授权给其他人

图1 GS1 Digital Link分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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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 序列号

包装指示符 校验位
厂商
识别
代码

项目
代码

厂商
识别
代码

项目
代码

厂商
识别
代码

项目
代码

包装指
示符&项
目代码

序列号
位数

GS1 Digital
Link URI

GS1元素字符串

纯识别
EPC URN

标签编码
EPC URN

十六进制

EPC
二进制字符串

SGTIN-9600110000 0000 5101
厂商识别代码9528765100100010110010110111101

包装指示符&项目代码01234500000011000000111001 12345678912301110010111110100110010001101010000011
头部 滤值 分区值 序列号

图2 编码GS1标识符的不同语法

<FNC1>和ASCII字符 29都是不可打印的，它们作

为条码字符存在于条码中，没有直接对应的文本。

无需在线查询

GS1 Digital Link实现了在Web地址中编码GS1标
识符，这样就可以使元素字符串轻松地提取信息，而不

需要任何在线查找。

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定义和使用结构化

URL。
应用示例

回顾上面的例子，GS1 Digital Link定义了如何在

Web URI中写入这4个标识符。

示例：https://example.com/01/09506000134376/10/
ABCDEF/21/1234?17=221225

这个结构从何而来？GS1应用标识符（AI表）分为

两大类：第一，项目标识符，如用于识别贸易项目的

GTIN、用于标识地点和公司的GLN、用于运输的 SSCC
等；第二，属性标识符，如测量的重量、有效期、送货地

址等。

GS1 Digital Link标准定义了主键及限定符。在给

出的示例中，GTIN是主键，并由排在第二位的批号进

标签

条码（GTIN）
有效期（Expiry Date）

批号（Batch/Lot）
序列号（Serial Number）

应用标识符

01
17
10
21

值

09506000134376
2022-12-25（编码成221225）

ABCDEF
1234

表1 GS1 DataMatrix数据示例

编码探究

包装
指示符

滤值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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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细化。换句话说，项目标识符的顺序很重要。相反，

属性标识符（如有效期、测量的重量等）的顺序则无关

紧要。

这在信息科学中非常常见，它们是类、子类和属性

的关系，GS1 Digital Link URI的一般结构和顺序也基

于这种思路。

单个项目是类的一个实例。例如，你是人类的一

个个体，而人类是哺乳动物的一个子类。这个事实不

受你的名字或年龄的影响。

因此，回到示例，有一个批号为 ABCDEF的产品

1234，它是 GTIN为 09506000134376的产品的子类。

它的有效期是 2022年 12月 25日，这一事实并不会改

变这一身份，与价格、送货地址和测量的重量一样，有

效期是物品的属性，而不是标识符。

这种结构本身就满足了GS1 Digital Link的许多目

标，体现在三个方面：

1.它是一种正式语法，用于在字符串中提供一个

或多个GS1标识符，通过这种方式无需在线查找即可

提取信息。

2.它是一个 URL，这意味着它可以是Web的入

口点。

3.可以利用URL的软件，尤其是网络浏览器，在世

界各地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设备上大量

实现。

第二层——链接类型

GS1 Digital Link URI是一种URL形式的GS1标识

符语法，它的基本目标是让任何人都能找到他们面前

事物相关问题的答案。

同一事物不同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在同一个地方。

例如，关于特定药物的患者信息、药理信息和使用说明

书被分别放在不同存储库中。

GS1 Digital Link的链接类型只是链接关系类型的

简写。它是相关实体之间关系的标签，例如产品与其

信息页面之间、药物与其说明书之间或公司与其商品

之间的关系。

通过使用定义的链接关系类型，项目和信息之间

的链接是可以自动解析的。

第三层——解析器

用户会希望得到的资源就是自己想要了解的，这

意味着 GS1 Digital Link不能只考虑URL和链接类型，

还必须考虑请求的上下文，如用户使用什么语言以及

他们需要哪个国家的信息。那么，这种复杂性该如何

处理呢？

使用搜索引擎 一种方法是在搜索引擎中查找标

识符。这将返回一组链接，用户可以访问这些链接，但

这些链接不一定能够指向准确或相关的信息。

维护单个网页 另一种方法是提供一个网页，将各

个信息源作为可点击链接放到网页中，实际上是为每

个商品创建一个小型网站。这种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

向消费者展示有关产品的信息，然而它不太适合机器

与机器的交互。

将一组链接作为结构化数据返回 还有一种方法

是将查询GS1 Digital Link URI返回的所有可用链接的

集合作为数据集，让客户端应用程序来决定如何使用

它们。如果用一致的元数据描述每个链接，则可以在

机器间的通信中自动发现和跟踪所需类型的链接，显

示给最终用户。

解析器的应用

GS1 Digital Link解析器将读取到的一个或多个标

识符解析为相关识别对象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解

析器可以利用人们每天都在使用但是又不太了解的

Web功能。它最强大的功能之一是Web服务器能够

同时向不同的人展示不同的内容。例如：

1.当登录社交媒体时，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与自己

相关的社交网络信息。

2.如果有人向您共享他们的日历，您可能只会看

到他们何时有事，而他们会看到事情的所有详细信息。

3.查看 GS1联系人页面，您应该看到所在地 G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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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组织的联系方式，这会根据您所在的位置而有所

不同。

4.访问多语言网站，将自动显示您使用的语言。

这些都是最终用户看到不同内容的示例，具体取

决于以下因素：他们是谁、他们是否被授权访问内容、

他们在哪里、他们说什么语言以及请求的时间。

重定向

GS1 Digital Link解析器被设想为路由器，而不是

信息的提供者。这是通过重定向完成的，就是将请求

从一台服务器重定向到另一台服务器。

链接类型参数

GS1 Digital Link解析器有一个不属于任何现有标

准的特性——LinkType参数。客户端应用程序在查询

字符串中使用LinkType参数传递所需的链接类型。解

析器也可能会使用另一个参数——context参数，用于

对LinkType进一步细分。

分布式网络解析

GS1 Digital Link通过分布式部署对客户的请求进

行自动解析。这方法的优势如下：

1.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符合GS1标准的解析器，包

括品牌所有者、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及各个 GS1成员

组织。

2.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多个解析器的存在避免了

单点故障。

3.解析器部署的数量会因网络效应爆炸式增长。

第四层——应用程序

GS1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应用程序，这是因为

各行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服装制造商的需

求与临床从业者的需求有很大不同，物流运营商希望

与识别的物体进行互动的原因与美容产品的消费者截

然不同。因此，GS1只提供应用程序开发指南和相关

源代码。

第五层——关联数据

为了实现 GS1 Digital Link的基本目标，GS1 Digi⁃

tal Link定义了如何将项目标识连接到网络（第一层）。

使用链接类型（第二层）和解析器（第三层），将物品引

向用户问题的答案所在，也可能会用到免费的开放源

码软件（第四层）。

这创造了一个机器可读的基于GS1标识符的实体

关系网络，它可以改善业务流程，提高搜索引擎的可见

度,其特点如下：

1.使用GS1标识符表示为HTTP URI。
2.提供了一个能够指向所有信息的有效链接。

3.提供了解析和操作链接的服务。

通过遵循关联数据原则，GS1 Digital Link将识别

系统的价值最大化。它使得GTINs、SSCCs、GLNs、GI⁃
AIs等尽可能地具有功能性。

关联数据的未来

使用关联数据概念可提升GS1识别系统的功能，

使其超越GS1 Digital Link标准的限制。

如果一个项目有GTIN，那么根据定义，它是一个

贸易项目，也被称为商品。它将用于销售，就会有相关

的库存水平、价格、图像、条件、排名等。如果它属于食

品和饮料的子类产品，也会有成分和过敏原声明。如

果是服装，就不会有成分和过敏原声明，但会有尺寸和

颜色。同样，如果一个物品是由全球位置码识别的，使

用 414的应用标识符，它就是全球位置码标识，并将有

地理空间坐标，也许是某个港口。

例如，我们可以这样用自然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运

行实例的语义：

有一类产品的GTIN是09506000134376。
有一个产品是 09506000134376的子类，它的批号

是ABCDEF。
ABCDEF类的一个实例，其序列号为 1234，有效期

为2022年12月25日。

在目前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GS1应用标识符具

有精确的含义，是机器可读的，可以被GS1系统以外的

信息系统所解析。

编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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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 Digital Link 结构可转换出很多信息，并且按

照标准机器可从网址中取读出内容，例如：

https://example.com/01/09506000134376/10/ABCD
EF/21/1234?17=221225

这使GS1认识到，使用GS1应用标识表达术语的

含义越来越重要。根据目前的应用环境，GS1已经添

加了一些额外术语（类、属性等），但在这一领域还需

要进一步工作，以尽可能地支持大多数 GS1应用标

识符。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为了节省数据载体的空

间，GS1 Digital Link支持离线无损解压缩，如下所示。

压缩前URI：
http://example.org/01/06901234567892/10/2023070

6/21/123456789
压缩后URI：
http://example.org/CwyNo0UVqBBNLIyIQkdbzRU

实现的步骤

消费者、病人、商业伙伴等都希望自己关心的信

息能够被查询到。满足这个需求的唯一现实方法是

全球数据库。它的普遍性、技术的成熟性和大量的现

有标准使它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做出这个选择

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显而易见了。

GS1 Digital Link连接Web可以由以下五个步骤

完成：

1. GS1标识符需要以一种也是 URL的语法来

表达。

2.需要定义通过GS1标识所识别出不同商品之间

的关系。

3. 识别商品及其相关信息的关系需要是可操作

的，而解析器技术是最好的选择。利用网络效应，以

实现行业内的价值最大化。

4. 尽可能广泛地定义协议并提供免费的开源

软件。

5.使用关联数据原则创建基于GS1标识符的简单

知识图谱。

(原文来源于：https://www.gs1.org/docs/Digital-

Link/HowAndWhy_GS1_Digital_Lin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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