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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市监办发〔2019〕149号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进一步健全完善销售环节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区县局：

《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市局在全市销售环节食品销售相

关主体中全面开展了以落实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制度（以

下简称“两项制度”）为重点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通过几

年的努力，全市销售环节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已基本建立，初步实

现了问题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全程可追溯。但市局在

暗访督查中发现，部分区县的少数食品销售相关主体进货查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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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履行不到位，进（销）货记录不规范，没有严格按照市场监管

部门的要求规范使用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一单通”单据，

致使部分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来源不清、去向不明，

质量得不到保障，问题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追溯难。

为指导并督促销售环节食品销售相关主体全面落实“两项制

度”，严防不合法渠道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进入销

售环节，市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销售环节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请结合本地实际，监督食品销售相关主体认真抓好落实工作。

一、加强领导，强力推进

督促食品销售相关主体全面落实“两项制度”，健全完善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既有利于食品销售相关主体把好食品、食用农

产品、食品添加剂质量准入关，又能确保问题食品、食用农产品、

食品添加剂全程可追溯。市局已把落实“两项制度”，健全完善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纳入《2019 年食品经营监管工作要点》予以

强力推进。各局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以市内的总经销商、总代理商、批发市场开办者、批发销售者、

食品连锁超市等市场主体为重点对象，多措并举，强力推进。

二、广泛宣传，狠抓培训

一是狠抓监管干部的业务培训，要让监管干部明白食品销售

相关主体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督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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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者开展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并督

促食品销售相关主体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两项制度”，不断健全

完善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二是狠抓食品销售相关主体的宣传

培训，分类、分片组织开展辖区批发市场开办者、批发销售者、

食品连锁配送超市、其他零售者和各类食品行业协会如何落实

“两项制度”的集中培训，详细讲解落实“两项制度”、进一步

健全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有针对性地介绍

如何开展进货查验、如何建立进（销）货记录、如何建立供货者

档案并保存相关查验记录凭证、如何健全完善电子追溯系统以及

不落实“两项制度”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确保食品销售

相关主体对如何落实“两项制度”、健全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做到应知尽知。

三、强化监管，督促落实

要充分利用日常监督检查、食品安全专项治理、食品安全投

诉举报的调查处理、监督抽检后处置等机会，把食品销售相关主

体落实“两项制度”、健全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情况作为重点

检查内容，对监督检查中发现“两项制度”落实不到位的，要责

令其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严肃查处。

四、常态督导，建立长效

为确保“两项制度”落到实处，市局将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

对食品销售相关主体“两项制度”落实情况适时开展现场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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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要不断总结完善督促食品销售相关主体落实“两项制度”的

有效举措，不断健全落实“两项制度”的长效机制，确保“两项制

度”落实长态化。

五、深入调研，鼓励电子追溯

要进一步加大对总经销商、总代理商、批发市场开办者、食

品连锁超市、食品行业协会等食品相关主体的调研力度，积极支

持鼓励其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健全完善自身食品安全电

子追溯系统，实现产、供、销主体食品安全电子管理系统与市场

监管部门智慧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大力推进食品安全追溯的智

能化。

各局在推进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市局食

品经营监管处。

联系人：吕皓，联系电话：63710405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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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销售环节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的指导意见

建立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制度（以下简称“两项制度”），

是《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销售相关主体重要的主体责任，也

是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的重要环节。督促食品销售相关主体全

面落实“两项制度”，有利于食品销售相关主体把好食品、食用

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入市质量准入关，健全完善食品安全全程追

溯体系。根据《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健全完善销售环节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强力推进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一单通”单据的规

范使用

（一）“一单通”单据的概念。“一单通”单据（样式见附

件 1）是指市场监管部门为指导并督促食品销售相关主体严格落

实《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两项制度”，提高进货查验和进（销）

货记录信息的完整性、通用性，将销售环节经营者常用进（销）

货票据的格式和内容与经营者履行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义

务相结合，制定的一种既可以作为经营者购（销）货凭据，又可

以作为经营者落实“两项制度”凭据的通用单据。

（二）“一单通”单据的适用范围。重庆市内从事食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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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批发活动的销售者（含批零兼营销售者）、

零售者均应使用并按要求保存“一单通”单据。

（三）“一单通”单据的具体内容。“一单通”单据分食品、

食用农产品和食品添加剂三类。

食品、食品添加剂类“一单通”单据内容既包括经营活动需

要的名称、规格、单位、单价、数量、金额，又包括经营者落实

“两项制度”情况的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供货者（采

购者）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进（销）货日期、进货查验情况

等内容。

食用农产品“一单通”单据内容既包括食用农产品销售活

动需要的名称、产地、单位、单价、数量、金额，又包括经营者

落实“两项制度”情况的供货者（采购者）名称、地址及联系方

式、进（销）货日期、进货查验情况等内容。

批发销售者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一单通”单据上增

加与经营活动相关的个性化内容。

（四）“一单通”单据的格式。“一单通”单据一般为一式

两联。第一联为批发销售者的销货凭据，由批发销售者保存，第

二联为采购者的采购凭据，由采购者保存。批发销售者根据批发

业务需要，可以选择横排或竖排格式增加单据联数。

（五）“一单通”单据的宣传。各地可采取多种方式向食品、

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批发销售者宣传如何使用“一单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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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向零售者宣传如何保存“一单通”单据：

一是在食品批发销售者申办食品经营许可或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延续时，将“一单通”单据式样交到食品批发销售者手中；

二是通过对辖区批发销售者集中培训，将“一单通”单据式样发

到批发销售者手中，指导其规范印制并使用；三是通过日常监督

检查，将“一单通”单据式样送到批发销售者手中；四是通过食

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将“一单通”单据式样送到经营

者手中；五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让批发销售者主动上门领取或

将电子文档发送给经营者。

（六）纸质“一单通”单据的印制。纸质“一单通”单据由

批发销售者按照附件 1 样式自行印制。单据印制的参考尺寸为

21×14.8cm，批发销售者的单据封面为“销售记录”（样式见附

件 2），一本为 50 页，统一编号，整本印刷。鼓励食品、食用

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为场内经营者印制统一格式的销售凭证

（“一单通”单据）。批发销售者、市场开办者在“一单通”单

据上增加与经营活动相关个性化内容的，印制前应主动将“一单

通”单据式样送所在地区县市场监管部门审核，确保增加的个性

化内容表述规范，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应认真审

核其增加的个性化内容并指导其规范使用。

（七）“一单通”单据的使用。

1．市内批发销售者在销售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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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按要求如实逐项填写“一单通”单据，一份单据对应一位

采购者，如同一品种、同一规格有多个批次的，应按照生产批号

（没有生产批号的按照生产日期）分别填写，逐项填写完成后，

使用纸质“一单通”单据的批发销售者，应将“一单通”单据中

的“采购者留存联”交与采购者，使用电子“一单通”单据的批

发销售者应将电子“一单通”单据现场发送给采购者。采购者如

明确要求批发销售者提供纸质“一单通”单据的，批发销售者应

按照纸质“一单通”格式，随货打印一份纸质“一单通”单据交

与采购者。

2．采购者在采购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时，应主

动向供货商索取随货同行的“一单通”单据，并逐项核对单据内

容是否与采购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一致。索取纸质

“一单通”单据的采购者，确认后在纸质单据“采购人（签字）”

处签字，索取电子“一单通”单据的采购者，应仔细核对收到的

电子“一单通”单据信息，避免收到的电子信息与采购的信息不

一致。

3．批发销售者保存销售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

“一单通”单据作为销货记录。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采购者将供货商提供的“一单通”单据作为进货记录。

（八）“一单通”单据的保存。

使用纸质“一单通”单据的批发销售者，在每本单据用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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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销货时间顺序，对单据的“第一联销售者留存”联进行整

理并装入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统一格式的“销货记录”封面（经

营者自行印制或复印）后妥善保存。使用电子“一单通”单据的

批发销售者，电子记录应按保存期限要求妥善保存并定期备份。

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采购者应当按供货商名称（姓

名）、进货时间顺序对索取的纸质“一单通”单据分类整理，采

取粘贴、装订等方式归集成册，装入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统一格

式的“进货记录”封面（样式见附件 3，由经营者自行印制或复

印）后妥善保存。纸质“一单通”单据 50 联为一册，经营者一

个季度索取的“一单通”单据不足 50 联的，以季度为单位将实

际索取的单据装订成册。索取供货商电子“一单通”单据的销售

者，电子记录应按保存期限要求妥善保存并定期备份。

食品、食品添加剂“一单通”单据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保质期

满后六个月；食用农产品“一单通”单据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二、全面规范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行为

（一）进货查验。

1．查验内容。

（1）采购食品。食品销售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

营业执照、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

下简称合格证明文件）。

①查验供货者许可证时，直接从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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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食品生产许可证》；直接从食品销售者采购食品，应当查

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有效的《食品流通许可证》。

②查验合格证明文件时，采购进口食品，应当查验有无合格

的中文标签和海关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等证明文件。

（2）采购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销售者采购食品添加剂，

应当依法查验供货者的营业执照、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供货者许可证时，直接从食品添加剂生产者采购，应当

查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直接从食品添加剂销售者采购，

应当查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3）采购食用农产品。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

应当按照规定查验相关证明材料。

①购猪肉应当查验“两章两证”（动物检疫合格证、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印章），

在非洲猪瘟疫情解除前还应查验非洲猪瘟检测结果（报告）。

②采购其他肉类及鲜活畜禽，应当查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

具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③采购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

产品，应当查验相关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

④采购进口的食用农产品，应当查验海关部门出具的入境货

物检验检疫等证明文件。

⑤采购其他食用农产品，应当查验食用农产品的产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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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合格证，下同）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

A．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

员生产的食用农产品，由本单位出具产地合格证；其他食用农产

品生产者或者个人生产的食用农产品，可以由村民委员会、乡镇

政府等出具产地证明；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

及农产品地理标志等食用农产品标志上所标注的产地信息，可以

作为产地证明。

B．供货者提供的销售凭证、销售者与供货者签订的食用农

产品采购协议，可以作为食用农产品购货凭证。

C．有关部门出具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明或者销售

者自检合格证明等可以作为合格证明文件。

2．查验方式。

（1）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

加剂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营业执照、许

可证和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合格证明文件。

①实行统一配送经营企业的分支机构，接收企业总部直接统

一配送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应当以企业总部的配

送清单作为进货查验凭证。

②由企业总部集中统一采购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由供货者直接向分支机构供货的，分支机构应当比照上述 1、2

查验合格证明文件，不需要查验供货者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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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分支机构在企业总部统一配送之外自主采购食品、食用农

产品、食品添加剂，分支机构应当比照上述 1、2 的要求，既查

验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又查验合格证明文件。

（2）非企业性质的零售销售者采购食品、食用农产品、食

品添加剂，可以将供货者提供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进（销）记录”单据（“一单通”）作为进货查验凭证。

3．供货商档案。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者应

当留存查验的供货者营业执照、许可证及合格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分别建立供货者资质档案和合格证明文件档案并妥善保存。食品、

食品添加剂合格证明文件档案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

后六个月；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明文件档案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销售者采用电子方式，建立供货者档案。

（二）进货记录。

1．记录内容。

（1）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者进货记录内容：食品或食品

添加剂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

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2）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进货记录内容：食用农产品的名称、

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2．记录方式。

（1）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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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应当符

合上述记录内容的要求。

①实行统一配送经营企业的分支机构，接收企业总部直接统

一配送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应当在分支机构的终

端设备上直接查询到企业总部的有关电子记录。如果企业总部配

送清单记载的项目符合进货查验记录要求，也可以作为进货查验

记录。

②由企业总部集中统一采购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由供货者直接向分支机构供货的，分支机构应当按照上述记录内

容的要求如实记录。

③分支机构在企业总部统一配送之外自主采购的食品、食用

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分支机构应当按照上述记录内容的要求如

实记录。

（2）非企业性质的零售销售者采购食品、食用农产品、食

品添加剂，可以将供货者提供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进（销）货记录”单据（“一单通”）作为进货记录。

3．记录档案。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者应当

将进货记录分类整理、装订成册、完整保存，建立进货记录档案。

食品、食品添加剂进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

个月；食用农产品进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销售者采用电子方式，建立进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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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销售记录。

1．记录内容。

（1）食品、食品添加剂批发销售者记录内容：批发食品或

食品添加剂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

期、销售日期以及采购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2）食用农产品批发销售者记录内容：食用农产品的名称、

数量、销货日期以及销售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2．记录方式。

（1）批发市场开办者为场内销售者印制市场统一格式的销

售凭证（“一单通”），可以作为销售者的销售记录。

（2）其他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批发销售者使用

市场监管部门监制的统一格式的销售凭证（“一单通”），作为

销售者的销售记录。

支持和鼓励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批发销售者通过

电子方式进行销售记录。

3．记录档案。

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批发销售者应当将销售记录

分类整理、装订成册、完整保存，建立销售记录档案。食品、食

品添加剂销售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食

用农产品销售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支持和鼓励批发销售者采用电子方式，建立电子销售记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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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食品连锁超市、批发市场开办者、城区主要农贸市

场开办者建立健全电子追溯体系

在加强对食品连锁超市、批发市场开办者、城区主要农贸市

场开办者调研的基础上，指导食品连锁超市进一步健全完善内部

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购销存系统，不断细化系统数据

指标项，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详细记录每批次食品、

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和购销存情况；鼓励食品连锁

超市建立自己的食用农产品种养殖基地或通过产销对接模式，进

一步加强食用农产品源头控制，详细记录食用农产品源头信息，

确保问题食用农产品全程可追溯。大力支持鼓励食品、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开办者、城区主要农贸市场开办者建立健全市场食品

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信息化手段，不断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和智

能化水平，推荐使用市场监管部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进行食用农

产品入场登记、进货查验、进（销）货记录和交易结算，确保市

场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从采购、运输、贮存、销售全

链条可追溯。逐步实现食品连锁超市购销存系统、批发市场开办

者、城区主要农贸市场开办者食品安全管理信息系统与市场监管

部门智慧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

四、鼓励行业协会建立行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鼓励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在指导并督促会员单位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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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两项制度”的基础上，为本行业印制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统

一格式的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一单通”单据并督促行业

规范使用。支持行业协会结合行业自身实际，制定统一的行业食

品安全追溯信息数据交换标准，积极探索建立行业统一的食品安

全电子追溯平台，进一步规范行业内部落实食品、食用农产品、

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的数据指标项、信息传输

方式和共享规则，以行业公认的追溯标志为载体，实现相关食品

安全信息的自动识别、归集和汇总，推动落实入市食品、食用农

产品、食品添加剂质量准入制度，实现市场准入、贮存、销售全

链条可追溯。逐步扩大行业经营者使用电子追溯平台的覆盖面，

实现行业协会食品安全电子追溯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智慧监管

平台的互联互通，有效提高问题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

追溯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附件：1．进（销）货记录（式样）

2．销售记录（封面式样）

3．进货记录（封面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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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进（销）货记录（式样）
食品进（销）货记录

NO.

（适用于食品批发销售者）

采购者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食品名称 规格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保质期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第

一

联

销

售

者

留

存

金额合计（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销售者名称（签章）： 地址： 联系电话：
采购者声明：已查验销售者的许可证（编号： ）和上述食品的合格证明文件。

采购人（签字）：
开票人： 销货日期： 年 月 日
（此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食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

食品进（销）货记录
NO.

（适用于食品批发销售者）
采购者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食品名称 规格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保质期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第

二

联

采

购

者

留

存

金额合计（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供货者名称（签章）： 地址： 联系电话：

采购者声明：已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编号： ）和上述食品的合格证明文件。
采购人（签字）：
开票人： 采购日期： 年 月 日
（此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食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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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进（销）货记录
NO.

（适用于食用农产品批发销售者）

采购者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食用农产品名称 产地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第

一

联

销

售

者

留

存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销售者名称（签章）： 地址： 联系电话：
采购者声明：已查验食用农产品的产地证明、购货凭证及检验合格证明文件。

采购人（签字）：
开票人： 销货日期： 年 月 日

（此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

食用农产品进（销）货记录
NO.

（适用于食用农产品批发销售者）
采购者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食用农产品名称 产地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第

二

联

采

购

者

留

存

金额合计（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供货者名称（签章）： 地址： 联系电话：
采购者声明：已查验食用农产品的产地证明、购货凭证及检验合格证明文件。

采购人（签字）：
开票人： 采购日期： 年 月 日

（此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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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进（销）货记录
NO.

（适用于食品添加剂批发销售者）

采购者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食品添加剂名称 规格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保质期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第

一

联

销

售

者

留

存

金额合计（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销售者名称（签章）： 地址： 联系电话：
采购者声明：已查验供货者的《营业执照》（编号： ）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采购人（签字）：
开票人： 销货日期： 年 月 日
（此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

食品添加剂进（销）货记录
NO.

（适用于食品添加剂批发销售者）
采购者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食品添加剂名称 规格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保质期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第

二

联

采

购

者

留

存

金额合计（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供货者名称（签章）： 地址： 联系电话：
采购者声明：已查验供货者的《营业执照》（编号： ）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采购人（签字）：
开票人： 采购日期： 年 月 日

（此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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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销售记录（封面式样）

销售者名称： 负责人姓名：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

《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

规定：

从事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批发业务的销售者应当建立销售

记录制度，如实记录批发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名称、规格、

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销售日期以及采购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记录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食用农产品销售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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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进货记录（封面式样）

销售者名称： 负责人姓名：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重庆市 XXX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

《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

规定：

销售者采购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

制度，如实记录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名称、规格、数量、生

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食品、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记录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

于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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