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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数字化工作的意义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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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数字化工作的意义和目标

• 提高沟通效率

- 新品引进时，针对各企业都反映的建档速度慢的问题

- 采购向销售临时联系要产品相关信息，例如照片和配料表

• 减少资料和样品的提供，取消很多保函等手续，例如生产日期保函、条码证及备案等

• 共享化数据的应用场景

- 减少数据提供和样品提供的次数，新品建品通道

- 信息调阅及时全面，支持更多应用

• 需注意的问题

- 一致性：送样采集的产品须与送货售卖的保持一致

- 完整性：送样品类须，包括新品和所有在售的，不限于阿里系

- 真实性：送样的产品须真实、完好

• 未来数据化的应用展望

- 相应条码的证照、报告上传

- 产品追溯的共享和全程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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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数字化工作的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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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组织、协调、管理我国商品条码；

• 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致力于通过制定全球统一的产品标识和电子商务标准，实现供应链的高
效运作与可视化；GS1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全球112个成员组织；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G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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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5个不同应用领域；

• 250多万家企业采用GS1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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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产品与编码 数字世界的商品信息

标准化

商品数字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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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数字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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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商品数据共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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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数字化服务内容

按照GS1标准规
范对样品统一高
精度测量与称重。

按照GS1标准规
范采集各层级产
品相关参数。

对样品图片后期
处理，提供准确
多像素以及标准
化白底图片以及
3D陈列图等。

按照《国家商品
条码管理办法》
完成在中国商品
信息服务平台的
商品条码信息通
报。

对样品标签中涉
及条码部分内容
按照《国家商品
条码管理办法》
以及相关规范进
行条码合规性审
核。

提供产品数字化档
案管理平台，包括
条码管理、官微小
程序和不限空间产
品云盘服务。

条码审核 商品测量 图片处理 数据采集 凭证出具 产品通报
数据档案管

理与存储

出具《中国物
品编码中心商
品信息属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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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数字化项目的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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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样申请一
送样到
工作室

二

大润发
建档/阿
里线上数

据

四

在线申请
• Key-in建档
• 采购确认品项
• 质检核验
• 大仓收验
• 门店扫码……

• 寄送单品+（中包）
+外箱（包材和支
撑材料）
送样/退货方式

供应商 零售商/电商

标准化
数据采
集填报

三

GS1

• 条码合规性检查
• 商品信息标准化

录入
• 尺寸包装测量
• 拍摄图片

线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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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数字化项目实施步骤

一
送样
准备

二
提交
申请

三
寄送
样品

四
跟踪
进展

五
应用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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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条码遵循自上而下的分配规则，确保了产品身份标识编码在全球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唯一性，也为商品销往国际市场

提供了“全球通行证”。

GS1 分配

二级

三级

标准算法计算
一级

国家/地区编码组织分配

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企业自己分配

编码是核心

商品条码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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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条码的类型

EAN-13 EAN-8 UPC-A

ITF-14
——用于非零售商品

——用于零售商品

U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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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条码——EA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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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代码 商品项目代码 校验位

EAN-13条码主要应用于快速消费品领域，使用最广。其编
码结构为：

 厂商识别代码：由各地编码组织分配。在中国大陆，中国物品编
码中心负责分配和管理。由7～10位数字组成。

 商品项目代码：由5～2位数字组成，一般由厂商编制。

 校验码：1位数字，用于检验整个编码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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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IN：26910900004821

包装所含数量：4*中包

GTIN：16910900004824

包装所含数量：24*单品

GTIN：06910900004827

箱包 中包 单品

箱包：用于供应商运输至大
仓的包装类型、并且是订货、
结算单位。

中包：中包或仓包，用于大
仓分拣后向门店配送

单品：最小的售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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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样产品注意事项

•使用正确条码商品条码

•确保样品包装完整，且包装上文字清晰可见样品信息

•先送样，后续工作室协助编码，未来自行印制中包无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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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样范围
送样范围

新品 在售品

服务费用

免费
限期：6月1日-8月31日联
系送样

服务费用

标准服务费：80元/件



© GS1 China 2020 18

判断是否已经送样——手机查询

“当前状态” 判断 是否送样

未申请 / 是

采集中 / 否

数据完成 查询结果中，产品图
片与实物样品一致

否

查询结果中，产品图
片与实物样品不一致

是

查询结果中，显示
“无外箱信息”

是

查询结果中，显示
“查看箱包信息”

否

“条码商桥”微信小程序
企业可在送样前使用“条
码商桥”微信小程序查询
判断产品是否需要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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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在线申请

方式二：线下申请

企业就近联系工作室，申请送样。在售品需选择此方式。

平台支持用户自助在线申请，就近选择工作室申请送样。新品需选择此方式。

送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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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在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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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申请--送样申请 素材

21

 送样申请：访问：http://so.anccnet.com
无需登录，进入“商品送样“选择”大润发送样”

http://so.ancc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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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申请—服务协议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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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样申请： 同意 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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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申请--信息填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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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要求：如实填写企业信息和发票信息，手机号码保证
真实可用，用于后续查询订单和下载电子发票。

 受理信息：通过下拉菜单，选择要送样的分支机构。（源
数据工作室）

 立即支付：信息“确认”后，点击“立即支付”会进入到
支付宝扫码支付界面

可增加多条
样品退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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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采集服务费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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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80元/件，使用支付宝扫码支付。 打印样品受理单：支付完成后可以选择在线打印
样品受理单，随样品一起寄送到对应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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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申请--订单查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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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查询：支付完成后通过“订单查询入口”根据申请时填报
的手机号，获取手机验证码，点击“查询”可查看订单基本信
息。

 发票下载：支付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在“发票状态”处下载
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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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线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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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工作室联系方式

 就近选择工作室

 品类和数量

 获取《条码数据采集技术服务协议》
和《源数据样品受理清单》

 送样/退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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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企业送北京
• 天津企业送河北
• 四川企业送成都或重庆
• 江苏、南京企业送江苏淮安
• 上海企业送上海、宁波、浙江

联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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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公章/合同章

 配合项目的供应商完成数字化工作。

签署条码数据采集技术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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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方企业名称与盖章单位名称须一致。

 样品退还方式、地址清晰准确。

 委托方为企业、受理方为工作室。

填写《商品源数据样品受理清单》

受理清单

退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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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1《样品受理清单明细表》

• 零售商品信息和物流外箱信息对应。

• 附件2《填写说明》

- *装卸储运说明：如，有毒有害、易挥发、易燃易爆、
易碎品、易腐、液体/膏状、温控(恒温/阴凉/冷冻)等
等）。

- *外箱内装商品数量：有中包填写中包数量，没有中包
填写箱包内单品数量

- *可堆叠层数：商品可堆叠码放的最高层数。例如易碎
品，不能堆叠码放，则填1；箱包上有标识不用填。

- *进项税率：填数字，单位为“%”。

- *税务编码：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向财务确认。

30

填写《样品受理清单明细表》

备注：线下申请时明细表行数不够可自行打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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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样品

备注：1. 商品邮寄费用由送样方支付。
2. 寄送样品时，请注意按照申请方式随样品提供相应的材料至对接工作室。如果为线上申请，需提供 “样品受理

单”；如果为线下申请，需提供《条码数据采集技术服务协议》和《源数据样品受理清单》（签字并盖章）。

邮寄 自行联系快递公司

直送 联系对接工作室

线上申请提供样品
受理单

线下申请提供服务
协议和受理清单

到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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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到达工作室 外包装检查

产品无破损
条码标签、样品

合规性检查
样品采集

外观破损、变形 协商重新送样

寄送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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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心钻研，诚心不贰。更多
优质作品，请在搜索：小小

草素材

33

跟踪进展

用户自行通过“订单查询入口”根据申请时填报的手机号，进入查询页面。

可查看“送样申请码”和“订单状态”。

订单状态 状态解释

待用户支付 用户已申请，等
待支付

待采集 等待样品

采集中 数据正在采集
（7-10自然日采
集完成）

采集完成 数据采集完成

注：线下申请送样
方式的需要联系工
作室确认是否采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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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心钻研，诚心不贰。更多
优质作品，请在搜索：小小

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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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查看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商品信息属性表

联系工作室获取

平台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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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心钻研，诚心不贰。更多
优质作品，请在搜索：小小

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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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档案下载

下载：查看订单——查看数据——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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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心钻研，诚心不贰。更多
优质作品，请在搜索：小小

草素材

36

样品回收

线下申请
根据“商品源数据样品
受理清单”中选择的样
品退还方式进行样品回

收。

在线申请
根据在线下单时选择的
样品退还方式进行样品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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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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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审核

物流

门店

品项建档

线上

财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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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问题总结与疑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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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FAQ

1、问：当前在售的所有品项都要重新送样做数据采集吗？

答：是。凡没有送到工作室采集过数据的在售商品，均需送到工作室采集数据。

2 、问：新品是否必须先向源数据工作室送样后才可以正常销售？

答：不是。但按项目要求，新品须送样采集。

3、问：商品采集后，商品包装文字、配方、厂商地址和图案等发生变更时是否需要重新送样？

答：需要在大润发建立新Item的，一定要送样。若只是临时包装，不建立新品，可以不送样。

4 、问：实物样品如何准备，是需要按照整箱送样吗？

答：实物样品应按照实际的零售单元送样。同时进入大润发大仓的商品，需将其中包装、支撑
其内商品的支撑材料、空外箱一起送样，并且外箱上须印有正确的商品条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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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FAQ

5 、问：大润发全国有多个区，是不是只要有1个区寄样就可以了，还是要各区分别寄样？
答：同一个条码商品只需要寄样一次，可以选择方便寄样的工作室。

6 、问：来回的寄样费用如何归属？
答：按照“商品源数据样品受理清单”中的约定，送退样的费用均由送样方承担。

7 、问：源数据采集服务费与产品包装层级数量是否有关？

答：源数据采集服务费按照零售单元收取。即：零售单元如果包含多个层级，例如包含单品、
中包、外箱，也按照一件商品收取费用。如果同一商品单品和外箱均为零售单元，则按照两件
收取。

8 、问：使用条码商桥小程序扫描条码后的商品信息显示已完成状态，是否需要重复送样？

答：商品信息显示已完成状态，但扫描结果与实物样品不符、无箱包信息均需重新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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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FAQ

9 、问：送样时实物有标注重量，如果采集过程中称重与实际重量不一致，数据如何采集？

答：会按照实际重量采集。

10、问：商品没有保质期，只有到期日，如何处理？
答：用到期日减去生产日期来计算。

11 、问：赠品是否需要送样？
答：赠品若在大润发有货号就必须送样，没有货号的不强制送样。

12 、问：散称商品是否需要送样？
答：本次为预包装有条码的商品信息采集，对于没有商品条码的散称商品和现制现售商品，无
需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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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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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了解

 Practice 实行

 Feedback 反馈

项目实施负责人

大润发

英琰：021-26106112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刘晓冬：1381077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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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文件

• 1 培训ppt

• 2 源数据工作室负责人联系方式

• 3 大润发“商品数字化”项目实施流程（一页纸）

• 4 商品条码数据采集技术服务协议

• 5 商品源数据样品受理清单

• 6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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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项目培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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