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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22095:2020《监管链 通用术语和模型》。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深圳中科智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至诚标准化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大学、浙江恒升轮毂制造有限公

司、浙江创想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弘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易靓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鸿泰信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润澄标准化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钱恒、杨扬、吴菁、朱本行、范云露、王玎、史玉良、王秋月、梁栋、刘乐华、李帆、
郭凯、范德军、孟若普、蔡鸿星、奚青、张宇祺、于洋、陶瑛、吕宏伟、邵炜、李辉、刘国森、孔凡玉、李晓莹、
李建星、闫中敏、滕茂宾、赵清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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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了解输入材料、产品部件、产品产出及其生产条件的来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制造商希望证明产品是

否符合健康、安全、环境、社会和质量相关方面的要求,而消费者或其他最终用户也希望确认是否能信任

这些产品声明。目前,监管链实施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政府政策、消费者和企业需求。对于活跃在监管链

中的公司(如制造商、贸易商、物流和运输服务提供商及零售商)以及投资此类公司的组织(如金融机构、
政府),它们则需要透明度来掌握和管理风险,以确保产品过程质量并促进实施可靠的监管链系统。

监管链系统已成为许多不同行业应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其认证涉及食品安全、可持续农业、林业、
水产养殖或渔业、社会规范、制造业、建筑业和矿产开采等。监管链系统促使产品、生产特性等信息在监

管链中的各种组织之间实现共享,如材料和配料供应商、加工商、承包商、运输公司、监管机构、金融机

构、回收机构、政府组织、最终客户、消费者或其他用户。
尽管这些监管链系统在使用范围上,在和行业及产品需求有关的术语使用上存在差异,同时在语义

和表述上也可能存在分歧,但它们却面对着相同的挑战,并基于相同范围的监管链模型。监管链系统和

定义的激增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复杂性和不一致性。它还降低了信息(如相关产品声明)的可信度,增
加了监管链中组织的成本。特别对较小的公司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复杂性和由此产生的成本可能

会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
本文件旨在提供不同监管链模型的明确定义以及相应的要求,这些要求独立于行业、材料、产品及

具体解决的问题,适用于在供应链中全部环节运作的所有组织。监管链模型也称为监管链方法或监管

链概念,在本文件中,术语“监管链模型”用于描述在特定监管链系统中用于控制输入和输出以及相关信

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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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链 通用术语和模型

1 范围

本文件通过提供以下内容定义了监管链的框架:
———监管链设计、实施和管理的一致通用方法;
———统一术语;
———不同监管链模型的一般要求;
———关于使用已定义的监管链模型的一般指导,包括每种监管链模型在不同情况下适用的初步

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材料和产品。本文件不适用于服务作为最终产出的情况。
本文件适用于供应链中全部各环节的所有组织,特定监管链标准的制定者参考使用。
本文件能提高有关材料或产品的具体声明的透明度,从而支持这些声明的可靠性,但不适合单独用

于提出或验证此类声明。
本文件本身无法支持有关组织的材料或产品声明。为防止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终端客户,监管链系

统的存在本身并没有规定生产材料或产品的特征或条件。本文件包含有关此问题的要求和指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监管链设计相关术语

3.1.1
监管链 chainofcustody
在相关供应链(3.2.1)中的每一个步骤中,传输、监视和控制输入(3.2.2)和输出(3.2.3)的过程。

3.1.2
监管链系统 chainofcustodysystem
一组旨在实施监管链(3.1.1)的措施,包括这些措施的文件记录。

  注1:监管链系统的目的是提供具有一组规定特性(3.2.5)的给定材料或产品的可信度。

  注2:与材料或产品相关的信息在整个或部分供应链(3.2.1)中被传输、监视和控制。

3.1.3
监管链模型 chainofcustodymodel
用于控制特定监管链系统(3.1.2)中的输入(3.2.2)和输出(3.2.3)以及相关信息的方法。

  注1:监管链模型通常旨在保存一组规定特性(3.2.5)。

  注2:监管链模型相关术语见3.3,关键属性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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