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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使申请方/受审核方/获证组织全面了解赛宝认证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受理

并实施跨境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的全过程，便于本中心有序、有效

地开展跨境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工作，保证认证的工作质量，特制

定本程序规则。 

本规则定了本中心进行跨境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的基本要求和

工作程序，适用于认证机构对跨境电子商务 B2C 食品类在线销售商的电子商务交易

服务质量评价活动。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规则适用于本中心开展的跨境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以

下简称为“跨境 B2C 食品电商认证”）工作，可为申请方/受审核方/获证组织进行

B2C 食品电商认证/注册提供指导。 

 

3、 认证依据 

3.1 主要依据文件 

CEPREI-74-GM《跨境电子商务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技术规范》 

 

3.2 其它依据文件 

ISO/IEC 17065:2012《合格评定－对认证产品、过程和服务机构的要求》 

CNAS-CC02：2013《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RB/T 301-2016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技术通则 

RB/T 314-2017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模式选择与应用指南 

GB/T 27000-2006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GB/T 27030-2006 合格评定 第三方符合性标志的通用要求 

 

4、适用的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对外贸易法》 

《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海关法》 

《快件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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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 2010 年第 43 号(关于调整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管理措施有关

事宜)》 

《外汇管理条例》 

《进出口关税条例》 

《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的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网购保税模式跨境电子商务进口食品监督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 

《关于加强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消费品检验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 

 

5、认证人日数 

5.1 审核人日数 

跨境 B2C 食品电商认证初次审核、监督审核及再认证的审核人日的确定依照以

下要求执行： 

1）服务保障评价时间要求，见表 1服务保障评价时间要求； 

2）交易服务评价时间要求，按跨境电子商务涉及的产品类别计算，见下表 2

交易服务评价时间要求和表 3 跨境在线销售商所售食品分类； 

3）调整审查时间的因素：销售额、现场很大、受法规规制程度高、管理体系

不成熟、利益相关方意见等等。 

表 1服务保障评价时间要求 

电子商务相关人

数 

审核时间 

（最低人日数） 

电子商务相关人数 审核时间 

（最低人日数） 

1-5 1 101-200 5 

6-10 1.5 201-400 6 

11-15 2 401-700 7 

16-20 2.5 701-1000 8 

21-30 3 1001-1500 9 

31-50 3.5 1501-2000 10 

51-100 4 2001 以上 每增加 500

人，增加一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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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易服务评价时间要求 

电子商务涉及产品类别 评价时间（最低人日数）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5.2 服务类别的划分 

跨境在线销售商所售食品商品共分为 5大类，具体类别见下表： 

表 3 跨境在线销售商所售食品分类 

序号 商品类别 商品列举 

1 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 

奶粉、米粉等 

2 冷链配送食品，

例如：新鲜水

果、冷饮冻食 

苹果、香蕉、梨、橙子、樱桃、葡萄、水饺、馄饨、

元宵、面食、速冻半成品、酸奶冰淇淋等 

3 非冷链配送食

品，例如：休闲

食品、酒类、饮

料冲调、粮油调

味 

营养零食、休闲零食、坚果炒货、肉干肉脯、白酒、

葡萄酒、洋酒、啤酒、黄酒、养生酒、饮料、牛奶酸

奶、饮用水、咖啡、奶茶、冲饮谷物、茶叶、成人奶

粉、食用油、调味品、方便食品、烘焙原料 

4 保健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 

钙片、维生素、关节灵、氨基葡萄、胶原蛋白、糖尿

病全营养配方食品、食物蛋白过敏全营养配方食品、

肾病全营养配方食品等 

5 动植物源性食品  新鲜蔬菜蛋类、精选肉类、海鲜水产 

注：1）销售平台不同，应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2）跨境在线销售商在同一销售平台上销售同一类别不同商品时视为同一认证

单元。  

3）服务保障评价和交易服务评价应覆盖同一平台上所有商品类别。 

4）销售平台使用非中文，可考虑增加交易服务评价时间。 

 

6、人员专业能力需求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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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人员能力要求 

跨境 B2C 食品电商认证项目涉及人员，如合同评审人员、审核方案管理人员、

技术专家、审查员、认证决定人员等的能力要求如下描述： 

6.1.1 审查员专业能力评定要求 

审查员/技术专家专业能力可考虑其专业学历、专业职称、专业工作经历、专

业审核经历等，同时结合不同认证业务范围所覆盖的产品实现过程的特点、行业风

险程度和技术难度等差异因素，对审核人员的相应专业能力进行评定。 

审查员/技术专家应具备以下的知识和技能： 

a) 掌握《跨境电子商务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技术规范》评价

标准； 

b) 熟悉特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相关术语、服务蓝图/流程及从业条件； 

c) 熟悉适用于食品类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要求； 

d) 掌握特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技术（接触）特性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及相

关抽样技术及其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 

e) 熟悉服务及服务管理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特定服务组织的业务和管理流

程； 

f) 熟悉特定服务评价的认证流程及相关管理要求； 

g) 了解跨境食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熟悉食品风险控制相关知识。 

 

6.1.2 技术专家专业能力的要求 

可以使用技术专家作为审核组的成员，为审核组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使用技术

专家为认证业务范围分类的分析、认证决定、审核方案的管理、认证人员的专业能

力评价和相关专业技术培训等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专家的专业能力要求与专业审查员的专业能力要求相同。 

 

6.1.3 审核方案管理人员、复核审核报告和做出认证决定人员 

制定服务审核方案、复核审核报告和做出认证决定人员及相关要求的人员应具

备以下知识和技能： 

a) 熟悉特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评价标准/规范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b) 熟悉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行业的术语、服务蓝图/流程、服务技术及从业条

件； 

c) 熟悉适用于食品类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d) 熟悉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技术（接触）特性、评价指标及测评技术，以及

测评结果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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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熟悉服务及服务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如排队论、削峰填谷技术、服务补救

技术、真实瞬间体验技术、卡诺模型、服务蓝图技术、服务接触理论等； 

f) 掌握机构开展特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的认证准则； 

g) 了解跨境食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熟悉食品风险控制相关知识。 

 

6.1.4 合同评审人员 

合同评审人员应具备以下知识和技能： 

a) 有较丰富的认证管理经历，其经历能表达对多种类产品特点类同/差异的理

解； 

b) 合同评审人员应了解跨境电子商务 B2C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技术规范，应具

有认证过程中使用的跨境电子商务 B2C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要求和服务保障

要求及其它相关知识； 

c) 合同评审人员应了解跨境在线销售商销售的食品类别，应具有与食品有关

的通用术语等知识； 

d) 合同评审人员应具有跨境在线销售商销售的食品、过程和组织类型、规

模、结构及外包活动方面的知识； 

e) 了解认证机构审查员专业能力配备。 

 

6.2 人员的选择与评价 

从事跨境 B2C 食品认证的相关人员应当根据 6.1 的要求参加相关培训，具备

B2C 食品电商认证的管理或实施能力。对认证人员的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 专业知识问卷； 

b) 面谈； 

c) 现场见证； 

d) 反馈，包括案卷反馈、用户反馈、审核组成员反馈等。 

 

7、 认证模式  

   跨境 B2C 食品电商认证模式包括： 

1) 服务保障评价 

审核组根据审核计划，在跨境在线销售商企业的现场通过提问、交谈、查阅文

件资料、现场观察、实际测定等方法，根据本文件 8.4.1 的要求，取得确切的证

据，记录审核情况，对受审核方的服务保障进行有效性评价。 

2) 神秘顾客（暗访）的服务特性检验 

以顾客的身份，根据本文件 8.4.2 的要求，在跨境在线销售商企业的网店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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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交易的过程和结果实施隐秘观察或测评，记录测评记录，对受审核方的交易服务

进行有效性评价。 

 

8、 认证实施 

8.1 认证环节与程序 

     跨境 B2C 食品电商认证包括以下环节： 

a) 认证受理； 

b) 实施安排； 

c) 服务保障评价与交易服务评价实施； 

d) 认证决定； 

e) 获证后监督。 

跨境在线销售商（本文件成为申请方）向本中心提交认证申请；本中心对申请

方的申请资料审核通过后，安排实施服务保障评价与交易服务评价；本中心对服务

保障评价与交易服务结果进行认证决定；本中心组织对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进行定

期的监督。 

 

8.2 认证申请及受理 

本中心应对申请方提交的认证委托进行处理，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反馈受理或不

予受理的信息。 

本中心应对申请方提供的申请资料和证明资料进行受理，包括： 

a) 申请资料，包括： 

1) 正式申请书； 

2) 申请等级 

3) 企业信息调查表。 

b) 证明资料，包括：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 域名注册/ICP（适用时）； 

3) 有特殊规定或要求的经营资质或许可证明（适用时）； 

4) 其他需要的文件。 

本中心应将资料审核结果告知申请方。 

本中心应与申请方签订认证合同。 

 

8.3 审查实施安排 

8.3.1 实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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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应与申请方约定双方在认证审查实施各环节中的相关责任和安排，并根

据申请方实际管理情况，按照文件的要求，确定认证实施的具体方案并告知受审查

方。服务保障评价和交易服务评价的人日要求参照本文件第 5章计算。 

 

8.3.2 审查组 

从事跨境 B2C 食品电商认证审查员宜满足本文件 6.1.1 的内容。 

本中心根据受审查方的规模、商品类别和地点确定审查组成员并指定审查组

长。 

审查组有责任将审查中发现的有可能造成受审查方违法、违规的问题反映给本

中心； 

审查组对上报的审查报告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服务保障评价审核组应由专业审查人员组成，交易服务评价组可由专业审查人

员或非专业审查人员组成。  

专业审查人员是指有能力依据认证基本规则和服务标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受认证机构的委派，对申请或者已经获得服务认证的组织实施交易服务评价和

服务保障评价审核的人员。 非专业审查员是指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中的消费

者、神秘买家。 

 

8.3.3 编制计划 

审查组长接到审查任务后，应进行文件评审。文件评审意见应体现在评价报告

中。 

审查组长应编制评价计划，评价计划至少包括以下内容：评价目的、评价范

围、评价过程、 评价涉及的部门和场所、评价时间、审查组成员等。 

审查组长原则上应于现场评价开始前 5 个工作日将评价计划发送给受审查方确

认。如受审查方有不同意见及合理理由，审查组长应对计划予以调整，必要时认证

机构对审查组组成进行调整。 

审查组成员应按评价计划分配的评价任务做好评价准备工作，编制评价记录

表。 

 

8.4 认证实施 

8.4.1 服务保障评价 

跨境在线销售商应理解和实施《跨境电子商务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

认证技术规范》附录 B 内容中的服务保障要求的情况，审核组根据《跨境电子商务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技术规范》附录 B 内容对跨境在线销售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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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障评价。 

 

8.4.2 交易服务评价 

跨境在线销售商应理解和实施《跨境电子商务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

认证技术规范》附录 A 内容中的交易服务要求的情况，审核组根据《跨境电子商务

B2C（食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技术规范》附录 A 内容对跨境在线销售商进行

交易服务评价。 

 

8.4.3 评价终止 

本中心在评价中发现申请方不符合 CEPREI-74-GM 中 6.1a)或者 6.2a)条款要求

时，服务评价即时终止。 

 

8.4.4 审查报告  

审查组应对服务保障评价和交易服务评价活动形成书面审查报告，描述总体评

价结果，由审查组组长签字。评价报告应准确、简明和清晰地描述评价活动的主要

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受审查方的名称和地址； 

b) 受审查方的活动范围和场所； 

c) 受审查方的认证单位； 

d) 审查组长、审查组成员及其个人注册信息； 

e) 评价活动的实施日期和地点； 

f) 叙述评价工作情况，包括评价证据、评价发现和评价结论的详细描述； 

g) 认证评价的反馈意见。 

审查组向本中心提交评价报告时，还应包括评价记录、评价计划等。 

 

8.5 认证决定  

认证决定由本中心组织认证决定人员做出。认证决定人员依据 CEPREI-74-GM

和本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结合评审过程中采集的信息，对审查结果进行认证决

定，做出“通过认证，评级结果”或“不通过认证”的决定。 

对于符合认证要求的受审查方，认证机构应颁发认证证书。对于不符合认证要

求的受审查方，认证机构应以书面的形式，明示其不能获得认证的原因。 

 

9、 获证后的监督 

9.1 监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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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对获证的跨境在线销售商进行监督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督方式，

结合认证模式进行监督方式的确定，对覆盖认证单元内的商品应进行全检。 

 

9.2 监督的频次和时间 

应根据获证的跨境在线销售商提供的服务质量，合理确定监督审查的时间间隔

和审查方式。每年监督不少于 1次，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视情况增加监督频次： 

a) 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出现质量问题、诚信问题或顾客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

实为跨境在线销售商责任的； 

b) 通过电子商务认证信息平台反馈认证风险增大时； 

c) 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人员、场地、设施等方面发生重大变更时； 

d) 在重大节庆日或商业活动时。 

 

9.3 现场监督 

以下情况需对跨境在线销售商进行现场监督审查： 

a) 媒体曝光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出现严重质量事故； 

b) 顾客严重投诉； 

c) 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体系方面发生重大变更。 

 

9.4 监督内容 

监督审查的内容需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对获证的跨境在线销售商的销售过程实施监督审查，每次审查应覆盖全部

交易服务要求； 

b) 跟踪审查跨境在线销售商对于顾客通过电子商务认证信息平台投诉的处理

情况； 

c) 在线验证管理部分的文件化信息； 

d) 在线验证上次审查提出的改进意见所采取的纠正/预防措施的实施情况。 

 

9.5 监督记录 

本中心应当对获证后监督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认证过程和结果具

有可追溯性。 

 

9.6 监督结果 

本中心应对监督审查结果作出评定，给出维持评级、降级、暂停或撤销证书。 

本中心对监督评审时评价分数不再满足级别要求时，应对认证证书做降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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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0、认证证书 

10.1 认证证书内容 

认证证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获得认证的组织名称、地址； 

b) 获得认证组织的服务所覆盖的业务范围； 

c) 认证依据的标准、技术要求； 

d) 认证模式； 

e) 认证编号； 

f) 认证机构、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g) 其他需求说明的内容等。 

 

10.2 认证证书的保持 

本规则覆盖的认证证书长期有效。证书有效性依赖于本中心对其监督结果的保

持。 

 

10.3 认证证书的变更 

本中心要求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发生以下情况时，提交变更申请： 

a) 网络销售平台发生变更的； 

b) 销售产品种类发生变更的； 

c) 组织结构发生变更的； 

d) 认证证书信息发生变更的； 

e) 认证适用的技术规范或者认证实施规则换版或变更要求跨境在线销售商提

交变更申请的； 

f) 本中心应根据变更具体情况判定变更申请审查方式。  

 

10.4 认证证书等级调整 

本中心应结合跨境在线销售商年度监督审查受理升降级申请，并审核提交的相

应文件资料。本中心应对申请扩展的项目进行文件审查，必要时进行补充现场评

审。批准后，对原证书进行补充或换发新的认证证书。 

 

10.5 认证证书的暂停 

本中心应对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有以下情况时暂停其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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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但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b) 认证适用的认证依据或者认证实施规则换版或变更，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

在规定期限内未按要求履行变更程序的； 

c) 监督审查结果证明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违反认证实施规则规定的； 

d) 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未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视情节需要开展

调查的； 

e) 管理发生变化，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未按要求履行变更程序的； 

f) 未按规定或合同内容及时缴纳认证费用的； 

g) 未按本文件规定或合同约定接受监督审查的。 

认证证书暂停期不得超过 6个月。 

证书暂停期间，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

或引用认证信息。 

 

10.6 认证证书的撤销 

a) 本中心在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撤销其认证证书： 

b) 认证证书暂停期满，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未向认证机构提交恢复申请的； 

c) 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d) 监督审查结果不满足最低评级要求的； 

e) 出现重大的服务质量安全事故，经执法监管部门确认是获证跨境在线销售

商违规造成的； 

f) 监督中发现受审查方不符合 CEPREI-73-GM 中 6.1a)或者 6.2a)条款要求

的。 

 

10.7 注销认证证书 

认证机构应受理获证跨境在线销售商提交的注销证书申请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

做出注销决定。 

 

10.8 认证证书的转换 

a) 认证证书转换应符合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现行要求。 

b) 本中心不得在跨境在线销售商获得证书 12 个月内受理认证证书的转换申

请。 

进行转换的通常只是现行有效的证书，但如果证书的签发机构已经终止营业，

或是被国家认证主管部门取消或暂停了批准，认证机构可根据其判断考虑该证书的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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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证标志 

认证标志的使用应符合 GB/T 27030-2006 的规定。 

 

12、申诉和投诉 

本中心应对跨境在线销售商提供认证决定异议受理，跨境在线销售商可在本中

心做出认证决定的 5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本中心自收到申诉之日起，应在 30 个

工作日内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跨境在线销售商。跨境在线销售商对处

理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本中心所在地认证监管部门或国家认证主管部门投诉。 

跨境在线销售商认为本中心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的，可以直接向国家

认证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3、收费  

由认证机构自主制定认证收费标准，原则上不低于认证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