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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  提出。 

本标准由  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杭州国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处置中心、杭州市标

准化学会、中国计量大学、阿里巴巴集团、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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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的术语和定义、程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对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的监测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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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811   电子商务基础术语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面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 E-commerce transacting Commodity 

交易当事人或参与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网络或其他信息网络）以

电子方式进行交易的有形产品。 

3.2  

网上监测 Online monitoring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网络或其他信息网络）采集信息及样品，并以

分析、核查、检验等方式评价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状况的一种活动。 

3.3  

风险信息 Risk information 

可能存在涉及人身健康安全隐患，或区域性、行业性质量问题可能引发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电子商

务交易产品质量信息。 

3.4  

神秘顾客 Mysterious customer 

由经过严格培训，在规定或指定的时间里扮演成消费者，模拟购买电子商务交易产品的采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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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主要程序包括监测计划、信息采集、信息分析、监测方案、网上采

样、样品检验、风险评估、信息管理八个步骤。具体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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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流程 

5 要求 

5.1 监测计划 

5.1.1 监测计划应确定监测产品品种、监测项目、监测区域、监测频次和样品数量等。 

5.1.2 监测计划的制定应遵循高风险产品监测优先选择原则，以下情况应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a) 健康危害较大、风险程度较高以及污染水平、问题检出率呈上升趋势的； 

b) 易于对婴幼儿、孕产妇、老年人、病人等特殊人群造成健康影响的； 

c) 流通范围广、消费量大的； 

d) 在国内发生过产品安全事故或社会关注度较高的； 

e) 已在国外发生的产品安全问题并有证据表明可能在国内存在的。 

5.1.3 监测计划可根据日常管理、有关部门通报的产品安全风险信息及其他风险信息，对内容进行调

整，并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应急监测或专项监测。 

5.2 信息采集 

5.2.1 根据监测计划对各类风险信息进行收集、加工、整理和汇总，形成风险信息库。 

5.2.2 风险信息的采集渠道可包括但不限于： 

a) 投诉举报平台，包括投诉举报热线、网上投诉信箱等； 

b) 监管信息平台，包括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抽查数据库，各类风险监测与预警平台，监管部门信

息发布平台等； 

c)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平台，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相关质量管理信息等； 

d) 互联网信息平台，包括各类涉及产品质量的网络平台、媒体信息平台； 

e) 标准信息平台，包括产品标准数据库，国外重要机构发布的产品质量信息等。 

5.3 信息分析 

5.3.1 应对采集的风险信息进行分析和论证，对产品存在的隐患程度、危害程度等进行综合评估，形

成分析结果，内容包括产品名称、隐患项目、涉及的范围和隐患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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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对分析结果应采取以下措施处理： 

a) 认为不构成相应质量隐患的，排除该信息； 

b) 认为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具有普遍性或共性问题的，通知相关部门或企业； 

c) 可能具有区域性或共性问题的，应制定监测方案，进行网上采样。 

5.4 监测方案 

5.4.1 监测方案应科学合理、易于操作，内容包括： 

a) 样品名称； 

b) 电子商务名称； 

c) 生产企业； 

d) 产品标准或检验方法； 

e) 神秘顾客； 

f) 采样范围； 

g) 采样方式； 

h) 时间期限； 

i) 检验机构等。 

5.4.2 监测方案中无产品标准和检验方法的，应组织有关机构研究建立检验方法，并按相关要求进行

方法验证后作为指定的检验方法。 

5.5 网上采样 

5.5.1 神秘顾客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熟悉和掌握样品采样、储运等相关技术要求。 

5.5.2 神秘顾客应按照监测方案，在指定的电商平台向拟采样的电商购买样品。原则上电商、品牌和

企业不重复采样。 

5.5.3 神秘顾客对样品确认后，应及时、准确寄送到仓库。 

5.5.4 仓库收到样品应进行核查： 

a) 样品符合监测要求的，办理登记、取证、存证、入库手续；  

b) 样品不符合监测要求的，通知神秘顾客实施退货处理，并重新进行补样。 

5.5.5 仓库的样品应及时送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检验。 

5.5.6 样品在送检验机构的过程中应始终处于受控状态，有必要的进行包装和签封，并采取必要措施

进行储运，以保证符合后续检验要求。 

5.6 样品检验 

5.6.1 检验机构接收样品时应当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结论判

定产生影响的情况。 

5.6.2 检验机构应当妥善保存样品，建立样品的管理规范，配备必要的设备设施，在规定条件下保存

样品，确保其有效性。 

5.6.3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者其他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的，检验机构应如实记录情况，提供

充分的证明材料，及时报送。 

5.6.4 检验和判定依据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产品明示质量指标。检验机构发现检验方法可能存

在问题的，应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可提出完善检验方法的建议。 

5.6.5 检验机构应按照监测方案的时限要求出具检验报告，并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检验报告应

准确、可靠，并按要求及时报送。 

5.6.6 检验机构不得瞒报、谎报、漏报检验数据、结果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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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风险评估 

5.7.1 应对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和风险信息的分析结果，进行汇总和评估，形成网上监测评估报告。

风险评估宜采用 GB/T 27921 中第 5.3条的相关要求。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 

b) 电子商务平台； 

c) 电子商务； 

d) 生产企业； 

e) 分析结果； 

f) 检验报告 

g) 存在问题等。 

5.7.2 评估报告应及时通报有关机构和部门，作为排查隐患产品、开展后续处理的信息来源。 

5.7.3 未经允许不得泄露和对外发布网上监测数据和相关信息。 

5.8 信息管理 

5.8.1 网上监测的有关资料、数据、报告，应及时上传信息系统，予以存档。 

5.8.2 信息系统应建立共享机制，供各机构信息互通。信息共享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无偿供给，应无偿提供信息资源； 

b) 及时响应，应当对共享需求及时给予响应； 

c) 统一标准，按照统一的标准要求进行信息的储存、归档、供给和交换； 

d) 安全保障，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安全保障机制以确保信息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