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传统好食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品牌—价值巨大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

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品追溯委员会

北京绿色设计促进会

联合宣传推广



主管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分会（以下统一简称商业贸促会），是

由中国商业界有代表性的企业、团体、人士组成的民间对外经济贸易组织，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设在行业中的贸促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Y11000004000030839），成立于1988

年，是中国贸促会设在行业中的23个贸促机构之一，同时使用“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的名称。

 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717802107T），成立于2002年，是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国务院国资委举办的司局级事业单位。

 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和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

心合署办公，实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办公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第十八条，2018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与国际

接轨，联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有关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制定了《中华传统好

食品评价通则》（T/CCPITCSC 014-2018）团体标准。

 此团体标准由中国国际贸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立项并归口管理的，为此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

行业委员会设立了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办公室，负责中华传统好食品申请资料的受理和资格评审终身等

具体工作。



品牌介绍

 《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通则》（T/CCPITCSC 014-2018）团体标准清晰界定了“中华传统好食品”的

含义和范围，规范了“中华传统好食品”的评价基本原则、评价规则、评价程序、标识使用和评价工作

的动态管理。并且明确指出食品的文化价值、健康价值、质量价值和市场价值4项一级评价指标和13项

二级评价指标。

 通过评价的《中华传统好食品》产品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统一颁发中华传统好食品证书，并许

可其在包装、标签、说明书、展览展销等市场营销活动中使用《中华传统好食品》标志，该标志使用有

效期为三年。



评价行文——开展评价工作的通知 



新闻报导——多媒体报道



评价行文——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通则 



根据《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通则》团体标准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文化价值 健康价值 质量价值 市场价值

• 品牌价值

• 中国特色与文化

• 产品或技艺传承

• 营养研究

• 食疗健康

• 企业科研

• 产品质量水平

• 质量保证能力

• 顾客满意度

• 市场占有率

• 企业盈利情况

• 企业责任

• 企业规模

评价标准——四个核心价值



评价产品——涉及食品行业23大类

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对《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进行修订，本标准涉及的产品23大类别包括：

备注

不包括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

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

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

薯类和膨化食品

茶叶及相关制品

可可及焙烤咖
啡产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炒货食品及坚
果制品

粮食加工品
调味品

肉制品 乳制品

速冻食品

冷冻饮品

方便食品

饮料饼干

罐头 糖果制品 蔬菜制品

水果制品

酒类

蛋制品

水产制品

食糖

糕点

保健食品

豆制品

蜂产品



目的意义（一）

 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把继承传统优秀

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中华传统食品”及其生产工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是世界民族融合和人类文化交流的重

要载体。

 “中华传统好食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落实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目的意义（二）

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增进民生福祉，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要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五个振兴”。

 品牌助力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做好“中华传统好食品”文章，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强

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的意义（三）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华传统好食品”宣传推广工作，助力地方传统食品产业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经济发展，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推动“中华传统好食品”走出国门，是中华文化传播和国际市场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目的意义（四）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中华传统好食品”是世界饮食文化瑰宝，以传统美食为纽带，推进世界文化大融合。

 助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四大服务体系（一）——中国追溯全程质量跟踪服务体系

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台（中国追溯.com）是具有两个部委指导、拥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及具备第

三公信力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台。

两个部位指导 知识产权保护 第三方公信力平台

一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产品质量诚信保驾护航。

二特性：
1、权威性。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台（中国追溯.com）是科技部“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

合农业部农村部主管的“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共同打造的产品追溯领域内第三方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网络平台。

2、唯一性。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台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成功在国家海关总署备

案，其专利集群为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核心：
中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台的技术核心为：一物一证、一证一密、随机生成，相互绑定、杜绝假冒应用

领域覆盖了具备追溯条件的全部产品。

服务体系：
获得评价通过的《中华传统好食品》单品，可以在《中华传统好食品》追溯标识管理平台使用，周期三年。



四大服务体系（二）——多媒体联合宣传推广

传统媒体 电视媒体 新媒体



四大服务体系（三）——销售服务体系

联合抖音、京东、淘宝、快手等多平台，为参评的中华传统好食品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渠道销售出口



四大服务体系（四）——咨询服务体系

质量品牌
建设服务

标准化
服务

信息咨询
服务

商事法律
服务 

人才培训
服务

会议展览
服务

国际联络
服务

获得评价通过的《中华传统好食品》单品，可享受贸促会七大服务体系



中华传统好食品证书

国际商事认证的作用：

用于确认货物是否真正出口或者进口，

是海关出具的进出口的正式凭证。其

作用为：

1. 企业出口退税；2. 企业结汇核销。

被评价为“中华传统好食品”后，同时可申请“国际商事认证”的所有服务体系



《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办公室-秘书处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瑞普大厦C座1103

联系电话：010-64932955、18310342005

中华传统好食品官网：http://hsp.ccpitcs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