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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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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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６３）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品测（北京）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考拉海购（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方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标准化研

究院、跨境电子商务商品质量安全风险国家（杭州）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杨、崔磊、赵国栋、高宇、刘文文、汪莉、李锋、游忠明、熊涛、娄阁、陆品、徐剑、

张洋、李燕、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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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保护消费者安全健康，产品需满足相应法律、法规的质量要求。在传统跨境贸易中，进口方通过

对产品进行核查或者要求产品具有相应的质量评价信息，确认产品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而跨境电子商

务交易产品来源广泛，交易具有高时效性、大批量、小批次等特性，给产品的质量符合性评价带来了挑

战。为综合考虑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需求，需要建立有效的质量评价

电子数据交换体系，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各相关环节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交换。

本文件旨在对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过程和内容核心元数据进行规范，为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各

相关方交换产品质量评价信息提供指导，并提出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统一描述，支撑各环

节之间的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互联互通，保障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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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评价结果交换指南

１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的基本要求和流程，并给出了核心元数据的定

义、描述和扩展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交换和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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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７４０８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ＧＢ／Ｔ３５４０８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　术语

ＧＢ／Ｔ３８６５２　电子商务业务术语

ＩＳＯ３１６６１：国家和所属地区名称代码　第１部分：国家代码（Ｃｏｄ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ａｍｅ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Ｐａｒｔ１：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ｄｅｓ）

ＩＳＯ２４１５６１：术语工作和其与ＵＭＬ关系中概念模型的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术语工作中ＵＭＬ符

号的使用指南（Ｇｒａｐｈｉｃ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

ＵＭＬ—Ｐａｒｔ１：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ｕｓｉｎｇＵＭＬ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

ＩＳＯ／ＩＥＣ１９５０１　信息技术　开放式分布处理　统一建模语言（ＵＭ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ｐｅ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ＭＬ）］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Ｓｙｓ

ｔｅｍ）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５４０８以及ＧＢ／Ｔ３８６５２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跨境电子商务　犮狉狅狊狊犫狅狉犱犲狉犈犮狅犿犿犲狉犮犲

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互联网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

易的经营活动。

［来源：ＧＢ／Ｔ３８６５２—２０２０，３．６］

３．２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　狆狉狅犱狌犮狋狇狌犪犾犻狋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用以对产品质量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产品质量结论的相关信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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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元数据　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

［来源：ＧＢ／Ｔ１８３９１．１—２００９，３．２．１６］

３．４　

数据字典　犱犪狋犪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

包含一系列数据条目的表。

［来源：ＧＢ／Ｔ２８０４０—２０１１，３．１］

３．５　

元数据元素　犱犪狋犪犲犾犲犿犲狀狋

元数据的基本单元。

［来源：ＧＢ／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４．６］

３．６　

元数据实体　犱犪狋犪犲狀狋犻狋狔

一组说明数据相同特性的元数据元素。

［来源：ＧＢ／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４．７］

３．７　

跨境电子商务境外企业　犮狉狅狊狊犫狅狉犱犲狉犈犮狅犿犿犲狉犮犲狅狏犲狉狊犲犪狊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向境内消费者销售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的境外注册企业，为商品的货权所有人。

３．８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　犮狉狅狊狊犫狅狉犱犲狉犈犮狅犿犿犲狉犮犲狅狏犲狉狊犲犪狊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狆狉狅狓狔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境外注册企业所委托的境内代理企业。

３．９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犮狉狅狊狊犫狅狉犱犲狉犈犮狅犿犿犲狉犮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或多方提供信息发布、信息递送、数据处理等一项或多项服务，实现交

易撮合目的的信息网络系统。

［来源：ＧＢ／Ｔ３５４０８—２０１７，２．１．２，有修改］

４　基本原则

４．１　合规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交换需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４．２　真实

用于交换的产品质量评价信息要真实可靠，防止人为篡改或编造。

４．３　可追溯

用于交换的产品质量评价信息需可追溯，以便在需要时进行进一步查验。

５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流程

５．１　基本流程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的基本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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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用于交换的产品质量评价信息可以帮助跨境电子商务各参与主体确认产

品满足相关产品质量安全基本要求。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主要包括质量评价要求、被评价产品信息、质量

评价方式信息及质量评价结果信息，其中质量评价方式信息主要包括评价依据信息、评价方法信息和评

价方信息。

质量评价信息提供方根据质量评价要求及质量评价信息接收方提出的信息交换要求，准备质量评

价信息，并将适合的质量评价信息提供给质量评价信息接收方。

质量评价信息接收方负责向质量评价信息提供方提出信息交换要求。质量评价信息接收方根据质

量评价要求对接收信息进行审核。信息符合要求，接收方接受信息并存档。信息不符合要求，向提供方

反馈，由质量评价信息提供方修改后再提交。

图１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基本流程图

５．２　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流程信息交换

５．２．１　信息交换参与主体

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参与主体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境外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企

业境内代理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物流企业、海关、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及消费者。

５．２．２　信息交换流程

跨境电子商务一般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境外采购、仓储物流、通关、平台交易和消费使用。

在跨境电子商务中，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交换可存在于以下环节：

———境外采购环节：跨境电子商务境外企业和／或其境内代理人可结合对产品的风险评估结果，根

据市场准入要求及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产品质量准入要求，向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提供产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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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价信息；

———仓储物流环节：物流企业可根据跨境电子商务境外企业及其代理人和／或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

业的要求，提供产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评价信息；

———通关环节：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根据市场准入要求及海关其他相关质量要求，向海关

提供产品质量评价信息；

———平台交易环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可向消费者提供产品

质量评价信息；

———消费使用环节：消费者或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可向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和／或跨境电子

商务平台企业提供产品质量评价信息；消费者、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或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

业可向国家市场监管部门提供质量评价信息。

跨境电子商务信息交换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业务流程

６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描述方法

６．１　概述

本文件采用统一建模语言（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简称“ＵＭＬ”）图的形式提供产品质量评价

信息的完整数据模型描述，采用数据字典的形式定义和描述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中每一个元数据实体。

ＵＭＬ图中的每个ＵＭＬ类等于数据字典中的一个元数据实体，ＵＭＬ图中每个 ＵＭＬ类属性等于数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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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中的一个元数据元素。

６．２　犝犕犔图

本文件采用ＵＭＬ图的方式对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中的核心数据对象、核心数据对象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核心数据对象自身的数据属性进行图形化的描述。

用类的概念表示元数据实体，用关系符号表示数据对象实体间的关联规则，用类的属性的概念表示

数据对象实体的数据元素。

ＵＭＬ图中使用的符号及有关内容需符合ＩＳＯ／ＩＥＣ１９５０１和ＩＳＯ２４１５６１的规定，ＵＭＬ符号及说

明如图３所示。

图３　犝犕犔符号及说明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核心元数据模型见７．１。

６．３　数据字典

本文件采用数据字典方式对元数据实体的元数据元素的名称、定义、数据类型、约束／条件、值域等

５个属性进行描述。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核心元数据描述见７．２。

６．４　元数据属性说明

６．４．１　名称

元数据实体或元数据元素的中文名称。

６．４．２　定义

描述元数据实体或元数据元素的基本内容，给出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特征。

６．４．３　数据类型

对数据有效值域和允许对该值域内的值进行有效操作的规定。数据类型可以为字符型、数值型、日

期时间型、二进制流型四种基本类型。标识方法及说明见表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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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据类型说明

数据类型 表示方法 备注

字符型 Ｃ 可以包括字母字符、数字字符等在内的任意字符

数值型 Ｎ 用“０”～“９”数字表达的数值

日期时间型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或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
格式宜见ＧＢ／Ｔ７４０８

二进制流 ＢＹ 图像、音频、ＷＡＮ、ＲＭ、ＡＶＩ、ＭＰＥＧ等二进制流文件格式

６．４．４　约束／条件的表示

表示数据是必备的还是可选的，表示方法如下：

ａ）　Ｍ（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的缩写）：必备，表示该数据是必选的；

ｂ）　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的缩写）：条件必选，表示该数据在一定条件下必选，当满足约束条件中所定义

的条件时应选择，具体条件在备注中说明；

ｃ）　Ｏ（Ｏｐｔｉｏｎａｌ的缩写）：可选，表示该数据根据实际应用可选。

６．４．５　值域

数据可能的取值范围的集合。

７　核心元数据

７．１　信息模型

本文件中，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数据模型由质量评价要求、被评价产品信息、评价方式信息和评价

结果信息等构成，其中：

———质量评价要求：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要求，包括市场准入要求、质量评价结果接收方要求

及其他相关要求等。

———被评价产品信息：与被评价产品相关的信息，包括被评价产品基本信息、质量责任方信息及联

系信息。其中，被评价产品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责任方为承担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产

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的相关方，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境外企业及其境内代理人。

———评价方式信息：与评价方式相关的信息，主要包括评价依据信息、评价方法信息和评价方信息：

●　评价依据信息：与开展质量评价所依据的文件相关的信息，主要包括标准信息、法律法规

信息以及负面清单和风险预警信息；

●　评价方法信息：评价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检测、检验、认证、核查、评价、自我声明、

直接判定及其他方式；

●　评价方信息：与开展质量评价的组织机构或个人相关的基本信息及联系信息。

———评价结果信息：与质量评价结果相关的信息，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评价结果信息和对评价结果的

提交与确认信息。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模型用ＵＭＬ图描述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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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模型

７．２　核心元数据描述

７．２．１　质量评价要求

产品质量评价要求数据字典如表２所示。

表２　质量评价要求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市场准入要求 产品进入目标市场以及进入市场后需要满足的质量要求 Ｃ Ｏ 无

质量评价结果接收

方要求
质量评价接收方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Ｃ Ｏ 无

其他 产品需要满足的其他质量要求 Ｃ Ｏ 无

７．２．２　被评价产品

７．２．２．１　产品信息

产品基本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３所示。

表３　产品基本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产品名称 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方式销售的产品名称 Ｃ Ｍ 无

产品型号 产品上用来识别一类产品的代码 Ｃ Ｃａ 无

产品规格
产品上用来反映产品性质、性能、品质等特征，识

别产品的编号
Ｃ 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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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产品基本信息数据字典 （续）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产品批号
可用于追溯产品生产历史，识别同一批次产品的

编号
Ｃ Ｃａ 无

产品商标 将一个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开的标记 ＢＹ Ｏ ＧＩＦ、ＪＰＥＧ、ＰＮＧ等

产品海关编码
跨境电子商务产品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的国际公约》的编码
Ｎ Ｏ

根据《商品名称及编

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

约》填写

产地 跨境电子商务产品的生产地 Ｃ Ｍ 无

　　
ａ 型号、规格、批次至少三选一。

７．２．２．２　产品质量责任方信息

产品质量责任方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４所示。

表４　产品质量责任方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境内代理人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企业名称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境内代理人名称 Ｃ Ｍ 无

所在国家地区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境内代理人所在国／地

区名称
Ｃ Ｃａ 根据ＩＳＯ３１６６１填写

所在国家

地区代码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境内代理人所在的国家

或地区的名称代码
Ｃ Ｃａ 根据ＩＳＯ３１６６１填写

　　
ａ 所在国家地区名称与代码至少二选一。

７．２．３　质量评价方式

７．２．３．１　评价依据

７．２．３．１．１　评价依据信息数据字典

评价依据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５所示。

表５　评价依据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评价依据类别 评价依据的类别，如标准、法律法规等 Ｃ Ｏ
标准、法律法规、产品负面清单、

风险预警文件

评价依据名称 评价依据的正式名称 Ｃ Ｏ 无

７．２．３．１．２　评价依据各类别数据字典

７．２．３．１．２．１　标准

标准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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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标准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标准名称 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名称 Ｃ

标准类型 评价所依据的标准类型 Ｃ

标准编号 评价所依据的标准编号 Ｃ

标准版本 评价所依据的标准版本 Ｃ

Ｃａ

无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

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其他

标准必选一

无

无

标准差异
评价所依据的标准与产品销售地使用标

准之间的差异
Ｃ Ｏ 无

　　
ａ 评价方式为检测、检验、认证、评价、核查时必选。

７．２．３．１．２．２　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７所示。

表７　法律法规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法律法规名称 评价所依据法律法规名称 Ｃ

颁发时间 法律法规颁发时间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法律法规适用的国家或地区 法律法规适用国家／地区名称 Ｃ

Ｏ

无

无

７．２．３．１．２．３　负面清单或风险预警文件

负面清单或风险预警文件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８所示。

表８　负面清单或风险预警文件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负面清单或风险

预警文件名称

评价所依据的负面清单或风险预警文

件名称
Ｃ

负面清单或风险

预警文件来源
负面清单的来源信息 Ｃ

颁布时间 负面清单颁发时间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Ｏ

无

无

无

７．２．３．２　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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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评价方法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评价方法 对质量评价方法的描述 Ｃ Ｍ
检测、检验、认证、自我声明、评价、

核查、直接评价、其他任选一

　　注１：检测指按照程序确定评价对象的一个或多个特性的活动。

注２：检验指审查产品设计、产品、过程或安装并确定其与特定要求的符合性，或根据专业判断确定其与通用要求

的符合性的活动。

注３：认证指与产品、过程、体系或人员有关的第三方证明。

注４：自我声明指第一方根据出具证实产品满足相关规定的说明。

注５：评价指通过收集产品是否符合特定要求的证据来确认产品满足质量要求的活动。

注６：核查指根据约定准则，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声明进行的独立评价。

注７：直接评价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情况的直接描述。

７．２．３．３　评价方基本信息

评价方基本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１０所示。

表１０　评价方基本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评价方名称 评价方的名称 Ｃ Ｍ 无

所在国家地区 评价方所在国／地区名称 Ｃ Ｃａ 根据ＩＳＯ３１６６１填写

所在国家地区代码 评价方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名称代码 Ｃ Ｃａ 根据ＩＳＯ３１６６１填写

评价方类型 开展质量评价活动主体的描述 Ｃ Ｍ
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

中任选一

资质信息
评价方获得的证明其质量评价能力的

信息
Ｃ Ｏ 无

　　注：第一方指被评价方；第二方指和被评价方有利益关系的人员或组织；第三方指既独立于被评价方，又独立于

被评价方的利益相关方的人员或组织。

　　
ａ 所在国家地区名称与代码至少二选一。

７．２．４　质量评价结果

７．２．４．１　质量评价结果信息

质量评价结果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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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质量评价结果基本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评价结论
评价方根据评价依据得出的结论或者消费者

给出的质量描述
Ｃ Ｍ 无

评价结果适用范围 对评价结果适用范围的描述 Ｃ Ｏ 无

评价结果文件编号 评价结果文件编号 Ｃ Ｏ 无

评价结果有效期 对评价结果有效期的描述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Ｏ 无

７．２．４．２　质量评价结果的提交与确认信息

对质量评价结果的提交与确认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　对质量评价结果的提交与确认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提交方名称 提交质量评价结果的机构或个人名称 Ｃ Ｍ 无

提交时间 提交质量评价结果的时间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Ｍ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确认方名称 对质量评价结果进行确认的机构名称 Ｃ Ｍ 无

确认时间 确认质量评价结果的时间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Ｍ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确认意见 对质量评价结果的确认意见 Ｃ Ｍ 接受或者拒绝

７．２．５　联系人信息

各参与主体联系人信息数据字典如表１３所示。

表１３　联系人信息数据字典

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约束条件 值域

联系人名称 联系人的名称 Ｃ Ｏ 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号码 Ｃ Ｃａ 无

电子邮箱 联系人电子邮箱 Ｃ Ｃａ 无

其他 其他联系方式 Ｃ Ｃａ 无

　　
ａ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其他至少选一。

８　核心元数据的扩展

８．１　概述

产品质量评价信息的交换与共享针对不同产品的应用需求可能存在变化，需根据需求在应用中对

本文件规定的核心元数据进行补充或者调整。相关变更应遵循本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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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扩展类型

允许下列扩展及修改的类型：

ａ）　增加新的元数据元素；

ｂ）　增加新的元数据实体；

ｃ）　对现有元数据属性进行修改；

ｄ）　对现有元数据的值域进行修改。

８．３　扩展规则

扩展规则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针对本文件任何修订都宜保持对本文件的向后兼容性，即应用新标准的交换活动也能够正确

地参与应用本文件的各项交换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１）　对交换规则的遵守；

　　２）　对交换对象的共识；

　　３）　对交换内容的包容。

ｂ）　对本文件的任何修改宜优先审查与“图１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基本流程图”的对应关系，并

确保修订部分完全、准确地体现在新版本的“产品质量评价信息交换模型”中。

ｃ）　需增加的元数据元素宜按照本文件所确定的层次关系进行合理的组织。如果本文件现有的元

数据实体无法满足新增元数据的需要，则可以新建元数据实体。

８．４　扩展实施

在扩展元数据时，宜根据本文件规定的描述方法对每一个元数据实体及其全部的元数据元素进行

描述。并向参与交换的各方提供有变更说明的完整数据交换标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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