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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五洲天宇认证中心、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社会共治工作委员

会、中国商业联合会零售供货商专业委员会、贵州刺梨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南山婆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医药健康文化交流中心有限公司、福建习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洛神花酒业有限公司、贵
州玉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告主协会标准与认证服务专业委员会、贵州铜仁贵茶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 、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北京食安之家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五洲创意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万里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商天宇企业服务(金湖)有限公司、生肖星座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观察网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丝路国际智库交流中心有限公司、四季均衡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生肖星座酒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兴政、包金燕、于知音、杨果、包爱明、李桂华、林金灿、徐国锋、田其明、朱则荣、

蒙祖德、杨荔、苗增彦、徐子贵、杨谨蜚、李云生、张千智、陈敏、王富仓、杨东平、杨欣、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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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食品品牌建设与评价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生态食品品牌建设与评价体系指南,从基本原则、品牌建设、品牌评价三个方面列出

了生态食品品牌建设与评价的关键要素,作为对生态食品企业的品牌建设指导与评价依据。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自然生态食品及生态食品类企业开展品牌建设与自行评价,也适用于品牌专业

咨询、品牌技术支持服务,同时也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对企业开展品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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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000—200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T24256—2009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27922—2011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GB/T27925—2011 商业企业品牌评价与企业文化建设指南

GB/T41835—2022 可持续采购 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食品 ecologicalfood
在自然环境中按照生态种养获得,或通过生产加工方式流通,遵循生态原理,可实行全过程质量追

溯,注重可持续发展,符合生态食品质量相关标准的食品。

3.2
生态食品品牌 ecologicalfoodbrand
由生态食品产业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组成,是其能力、品质、价值、声誉、影响和企业文化

等要素共同形成的综合形象,通过名称、标识、形象设计等相关的管理和活动体现。

3.3
生态原产地 ecologicalorigin
具有出生、生长、生产、加工、制造及自然、地理、人文等生态原产地属性特征,以及固有的、与原产地

内在关联的品质、特点等特性,因地制宜,符合生态种养条件和生态基础要素的产地(产区)。

3.4
生态补偿 ecologicalcompensation
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促进生态食品发

展的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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