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酒物流服务规范》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2023 年推荐性物流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

复函》（发改办经贸〔2023〕362 号），《白酒物流服务规范》）行业标准制定

计划于 2023 年 5 月正式下达，项目编号：303-2023-003，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由中物联酒类物流供应链分会牵头制定。

（二） 编制背景

白酒作为中国的传统产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类繁多，已经成为中国人

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酒业协会经营数据同比趋势显示，白

酒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22 年中国白酒产量已经达到 671.2 万千升，完成销

售收入 6626.5 亿元，并且整体呈逐年增长趋势，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也对白酒

物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白酒物流作为整个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其服务质

量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市场供应和消费者的体验。

白酒物流服务包括仓储、装卸搬运、运输、配送、单据管理等环节。在仓储

环节，白酒库存受季节、节日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则需要规范

的仓储出入库作业、更加高效的库存管理，以满足市场周期性的需求。白酒生产

多在南方，主要消费多在北方，运输距离较长，变质、破损、丢失、串货等问题

在运输中转及配送过程中时有发生，尤其高端白酒（500ml 单价超过 500 元）价

值高，如运输环节出现破损、串货等问题，会给物流服务方及委托方造成较大经

济损失，所以企业对物流信息追溯、运输过程的监控提出更高要求。因此需要针

对白酒物流服务的特点，制定相应服务标准以串联起整条白酒物流各服务环节，

总结行业先进经验提出服务要求，保证和进一步提高白酒物流服务的质量，为白

酒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主要起草过程

1. 预阶段



1）2022 年 9 月，标准牵头单位走访了茅台、泸州老窖、古井贡酒等多家白

酒类企业业及第三方物流企业，掌握了企业需求与存在的突出问题等第一手资料。

2）2022 年 9-10 月，标准牵头单位组织专家开展案面调研，对现行标准进行

分析与研究，发现现行国标、行标未能充分体现酒类物流服务的特点。以走访、

调研资料为基础，专家组队白酒服务内容、流程等进行梳理，形成《白酒物流服

务规范》立项草案初稿。

3）2022 年 11 月，标准牵头单位对立项草案开展函调与论证，收到剑南春、

北京起重机、习酒等 13 家企业及 3位行业专家的调研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

修改完善立项草案，形成《白酒物流服务规范》立项草案及相关立项资料。

2. 立项阶段

1）2022 年 11 月，中物联酒类物流供应链分会正式向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提交《白酒物流服务规范》立项材料，包括行业标准立项建议书、标准立

项草案及审查表，根据归口单位意见调整立项材料，通过归口部门的形式审查。

2）2023 年 2 月，在归口部门的组织下，参加了该项行标的立项答辩会，酒

类分会进行该项目汇报，并顺利通过专家质询。

3）2023 年 5 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2023 年推荐性物流行

业标准项目计划的复函》（发改办经贸〔2023〕362 号），《白酒物流服务规范》）

行业标准制定计划正式下达。

3. 起草阶段

1）2023 年 6 月，标准牵头单位广泛征集，筛选参编单位，开始组建标准编

制组、制定标准编制计划。

2）2023 年 9 月，在“2023 第二届酒类物流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正式启

动标准编制工作，启动会上对标准编制思路、标准框架进行了初步研讨与确定。

3）2023 年 10 月，在四川宜宾召开《白酒物流服务规范》行业标准编制研

讨会，对白酒物流服务基本要求及仓储、运输与配送、货品交付、信息追溯、安

全与应急、服务与投诉处理、绿色与低碳、评价与改进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明确

编制分工。

4）2023 年 11 月，各参编单位按计划完成了各部分的修改，中物联酒类物

流供应链分会对各参编单位的提交资料整理汇总，结合第一次编辑会研讨内容与



参编单位修改内容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优化标准结构，调整、规范标准技术内容，

形成了该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与编制说明。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 月，开展了编制组内部的定向研讨，进一步调整和

完善了标准草案，最后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以第二次上会讨论。

2024 年 3 月召开编辑讨论会，逐条研讨了工作组讨论稿，修改了部分条款，

并对标准框架与技术内容达成一致，会后，酒类物流供应链分会对工作组讨论稿、

编制说明进行了完善，并通过邮件向编制组成员确认。

2023 年 4 月-5 月提交物标委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归口标委会从标准规范性、

一致性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提出单位在牵头起草单位内部开展了研讨，对章节、

条款进行调整，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与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四）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分工及其所做的工作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起草单位 起草人 分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酒类物流供

应链分会

李鸿宝、马立群

杨丹

项目提出单位，组织标准编制，编制标准

内容与编制说明，对标准的质量把关

2.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何诚、徐前景

牵头起草单位，调研单位。参与标准编制

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制，提供数据

与资料，提出标准编写的建议与修改意见，

承办标准研讨会。

3.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代翔潇

牵头起草单位，调研单位。参与标准编制

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制，提供数据

与资料，提出标准编写的建议与修改意见，

承办标准研讨会。

4. 贵州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任仁

牵头起草单位。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

标准部份内容编制，提供数据与资料，提

出标准编写的建议与修改意见，承办标准

研讨会。

5. 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 陈强

牵头起草单位，调研单位。参与标准编制

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制，提供数据

与资料，提出标准编写的建议与修改意见，

承办标准研讨会。

6.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靳亚光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

制，提供数据与资料，提出标准编写的建

议与修改意见。

7.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方骥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

制，提供数据与资料

8. 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 杨宏亮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



制，提供数据与资料

9. 四川省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官荣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

制，提供数据与资料

10.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姜世威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

制，提供数据与资料，提出标准编写的建

议与修改意见。

11.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胡显卓

调研单位。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

部份内容编制，提供数据与资料，协助修

改标准内容

12. 四川联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李艳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部份内容编

制，提供数据与资料，提出标准编写的建

议与修改意见

13. 湖北九州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徐松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标准修改意见

14. 上海精星仓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黄曦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数据与资料

15.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李思远

调研单位。参与标准编制讨论，负责标准

部份内容编制，提供数据与资料，协助修

改标准内容

16. 湖南华致物流有限公司 杨迪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标准修改意见

17. 重庆共一集团有限公司 杨杰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标准修改意见

18.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陈传军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标准修改意见

19.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张强锋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标准修改意见，

协助编制标准编制说明

20.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宋伦斌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标准修改意见

21.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陈英 参与标准编制讨论，提供标准修改意见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的来源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1. 协调一致性

本文件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起草过程中充分调研了相关国家、行业标

准的情况，优先引用或参考现行有效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其他技术内容则根据实

际的技术应用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本文件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确保与相

关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2. 适用性和先进性

本文件的编制充分考虑了白酒物流服务发展现状与痛点问题，结合白酒物流

的特点，从行业发展趋势出发，综合考虑当前与未来产业需求，明确了白酒物流

服务内容与作业流程，并对绿色发展、信息追溯以及数字化转型等做了描述，有

效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先进性。



3. 规范性和科学性

本文件为自主制定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依据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

规则 第 5部分：规范标准》的规定起草，保证了标准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文件的形成是基于国内白酒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白酒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

的先进经验，对共性内容进行总结提炼，并经过多次内部研讨，逐渐优化而成。

1、标准范围

标准适用范围，因白酒原酒和基酒与成品酒的存储方式和运输存在很大差异，

原酒和基酒物流涉及危险品仓储运输要求，经编制组研讨商定，本文件仅针对成

品白酒的物流服务进行规范和要求，不包括原酒与基酒的物流服务过程。即适用

于白酒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服务，不适用于未经勾兑的白酒原酒和按比例进行调配

而成的白酒基酒物流服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照GB/T 1.1－2020 要求，将标准正文中规范性引用（构成标准内容必不

可少的内容）的标准列入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

3、术语定义

GB/T 18354《物流术语》界定的术语适用于本标准，本标准未出现尚无定义

或理解不一致的词语，因此不再界定术语和定义。

4、基本要求

本章节的设置是参考GB/T 24421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系列标准的

思路，将组织提供服务的过程划分为服务保障和服务提供两部分内容，基本要求

即规范服务保障的内容。结合GB/T 24421 系列标准对服务保障的有关要求，将

该部分细分成组织、人员、设施设备、信息系统 4个方面，并从这 4方面提出具

体要求条款。

4.1 提出了应具备组织机构、建立管理制度、制定服务合同要求。其中 4.1.3

参考 GB/T 24359-2021《第三方物流服务质量及测评》第五章对服务方案的要求，

提出对组织提供服务方案的要求，并签订物流合同，服务合同应满足GB/T 30333

的要求。



4.2 人员一章结合了GB/T 24359-2021《第三方物流服务质量及测评》4.2 提

出物流服务从业应人员应具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知识和能力，特殊岗位人员应具备

相应的资格证书，并参考GB/T 30335-2023《药品物流服务规范》5章人员要求，

总结白酒生产企业洋河、茅台，第三方物流企业中国物流、中外运的企业经验提

出人员知识和能力的要求通过岗前培训获得，培训不限于法律法规、管理制度、

作业流程、岗位技能、安全防护及应急演练等，且培训应定期进行，制定难度培

培训计划，同时规定操作国家规定持证上岗设备的人员应具备合格有效的资质证

书，并在编制组内部协商达成共识。

4.3 提出了仓库、仓库内存储所需设施设备以及物流服务作业设备要求.

4.3.1 根据 GB 50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GB 51157《物流建筑设计规

范》白酒存储仓库防火等级应不低于丙二级，在实际过程中各地方对白酒仓库消

防检查时，有地方要求白酒仓库达到丙一级要求，丙一级仓库造价高并不利于白

酒仓储的出入库作业，因此本文件根据强标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白酒存储仓库

不低于丙二级，对于有条件的企业鼓励适用丙一级仓库。结合现在对数字化转型

的要求，推荐使用自动化立体化仓库条款。

4.3.2-4.3.9 在前期调研过程中，企业都提出了多种设施设备以及要求，包括

仓库、照明设施、通风设施、扫码、PDA 等，经过汇总分类，本标准将设施设

备概括为了三类，即基础设施仓库、仓库内配备的基础设施以及物流作业所必备

的设施，并从这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提出对仓库内设施与作业设施设备的具体要求以及设施维护要求，经过标准

前期的启动会、调研等活动的开展，结合成员单位及调研单位反馈而形成，企业

名单见下表。

序号 企业类型 企业名称

1 酒类企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 物流服务方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 物流服务方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 物流服务方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5 设施设备提供方 重庆共一集团有限公司

6 设施设备提供方 上海精星仓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其中 4.3.2 中温度调节设施设备（升温、降温）及除湿设施设备的配备，升

降温设施设备首先与地域有关，需要配备设备不同，因此应根据服务需求与地域

选择配备，除湿设备也非所有地区都必须配备，在编制组讨论中该条款改为了根

据需求配备。4.3.3 中酒精浓度监测与报警，目前像茅台、五粮液等企业可实现，

其他企业并未能实现酒精浓度的监测与预警，因此该条款改为宜配备。4.3.7 作

业设施中给出使用托盘给出建议尺寸为 1000mm×1200mm（标准化托盘），作

为标准化托盘使用的引导。

4.4 信息系统主要规定了白酒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应具备的功能模块要求，首

先白酒物流信息系统应符合GB/T 26821《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与设计要求》

标准中有关规定，根据GB/T 26821 中模块设计与要求，根据白酒物流管理与服

务的需求，提出其必备模块为客仓储管理、运输管理、合同管理、物流服务信息

追溯管理等功能模块，结合编制组内部研讨，企业对上下游互联互通的要求，提

出模块见数据互联要求。将白酒物流服务追溯的要求作为信息系统中的模块要求

放入此章，并提出追溯管理应符合GB/T 40480《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WB/T

1053《酒类商品物流信息追溯管理要求》有关要求。

5章-11 章围绕物流的七项基本功能展开，即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

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通过前期走访调研、案面调研梳理了白酒物流

服务过程与内容，包括仓储、装卸搬运、运输、配送与客户服务等，因此本文件

以服务过程与内容的划分作为章节形成依据，总结概括为仓储、装卸与搬运、运

输、配送交付与单据信息。

5仓储一章提出了验收入库、堆码、存储养护、出库、不合格品、退回品的

具体要求。

5.1-5.4 结合前期调研与编制组成员提供内容，充分考虑白酒仓储作业的特

殊性，总结提炼而成该部份内容，调研与提供内容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企业类型 企业名称

1 酒类企业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 酒类企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3 酒类企业 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

4 物流服务方 四川联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5 物流服务方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6 物流服务方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7 物流服务方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8 物流服务方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5.1 验收入库，经过标准前期的启动会、调研等活动的开展，起草单位及调

研单位反馈，白酒物流验收入库包括入库准备、信息核对、验收、装卸、堆码、

及入库上架等环节，本章节的编制依据入库流程的操作，对每个作业环节提出要

求。首先提出了入库准备要求，白酒入库前，应提前规划货位，调配作业人员、

作业设备等，因为企业在入库准备时内容、方式方法不一致，本标准仅规定到了

主要的几个方面和应准备的内容。送货车辆到达后，首先根据入库单据核验车辆

与驾驶员信息，如是施封锁车辆还应检查施封锁完整性，以上信息核验无误后打

开车门，进行卸货，并根据入库单据通过手持扫描设备核验货物，验收无误后完

成签收，堆码完成后入库并按制定货位存放。

5.2 堆码给出了符合外包装图示标志要求、堆码层数、堆码方式以及高位货

架存放的堆码要求。首先应符合外包装图示标志的要求，包括如小心轻放、此面

向上以及堆码层数极限等。当没有堆码层数要求的应根据产品重量、大小及承重

参数，选择适宜的堆码层数。堆码方式，根据调研反馈内容，堆码方式有重叠式、

纵横交错式、螺旋交错式、正反交错式等，堆码方式则要根据货物重量及外包装

大小进行选择，但是都不应超过托盘边缘。批号、追溯标识、商品信息等标签宜

朝外，作为了推荐性条款，因为大部分企业采用托盘存储时已经将商品信息与团

盘信息相关联，并不需要完全做到标识朝外。

5.3 规定了分区分类存储、不得混存、存储条件、养护、盘点等要求。其中

对白酒存储条件的说明，在GB/T 10346—2023《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5.3.3 中规定成品酒应贮存在干燥、通风、阴凉和清洁的库房中，

库内温度宜保持在 10℃-25℃。本文件对白酒存储温度的要求与国标保持一致未

“宜保持在 10℃-25℃”。现有国标未给出湿度要求，在前期调研和研讨过程中，

不同企业对湿度要求指标不一。通过实地调研与走访获知，业内白酒存储通常为

常温库，仅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设备与除湿设施，编制组参考湿度 80-95%时,

是霉菌的高发环境，因此存储湿度的要求是相对湿度不高于 75%，避免霉变的



发生，该数据的设置在编制组内部经讨论达成一致。

5.4 出库，出库作业与入库所对应，根据出库的环节与流程梳理每个环节的

要求，包括出库准备、查验信息、出库等，同时增加了出库复核的环节，并于入

库要求相对应。出库同入库环节一样，白酒出库前，应提前拣选货物，调配作业

人员、作业设备等，本文件在出入库准备环节做了区分，入库准备时需要准备货

位，出库准备则应备好出货货物。当车辆到达后根据核验单据与车辆、驾驶员信

息，核验无误后，通过手持扫面设备核验出货货物。装车前，还请检车车辆状况，

并复核本标准设施设备中对车辆的要求。根据调研反馈内容，白酒出库环节还有

应复核环节，在起运前再次核对订单、物流码等信息，确认无误后完成出库。

5.5 退回品与不合格品处理从仓库和仓储环节来说，都是入库管理，因此将

此章节放入仓储一章，并对退回品和不合格品的特殊入库操作要求是结合汇总编

制组内部调研内容所确定。

6 章规定了装卸搬运的要求，在 GB/T 24359-2021 中 5.3.3 装卸搬运提出的

遵循外包装要求、增加防护等要求，结合以下企业调研内容总结提炼了装卸搬运

的方式，首先应遵循外包装的装卸搬运要求，不应以抛、扔、重放、脚踹、强塞

等方式进行装卸搬运作业，并不应该损害外包装，在装车装卸搬运环节提出应遵

循外包装的限高限中，货物间隙大于 10cm应采取捆绑或填充等措施。

调研与内容反馈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企业类型 企业名称

1 酒类企业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 酒类企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3 酒类企业 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

4 酒类企业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5 物流服务方 四川联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6 物流服务方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7 物流服务方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8 物流服务方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10 物流服务方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1 设施设备提供方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7-8 章主要规定了运输、交付具体要求，汇总了调研与业内企业反馈的装卸

与运输具体操作要求，总结提练而成，调研与内容反馈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企业类型 企业名称

1 酒类企业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 酒类企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3 酒类企业 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

4 酒类企业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5 物流服务方 四川联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6 物流服务方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7 物流服务方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8 物流服务方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10 物流服务方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1 设施设备提供方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7-8 章从运输环节开始提出对运输方案、运输前的准备与车辆检查要求，对

于白酒运输中同车箱装载多批次多品种或多客户物品时提出进行标识的要求，以

及其他运输作业要求。交付一节将白酒配送过程进行流程细化，分解成了配送前

准备与告知、到达后对车辆与货物的确认、交付后的确认签收过程。

9数据服务内容，是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需求，提出了推荐性条款，

通过调研目前物流服务方数据服务主要体现在实时数据分析、可视化展示与辅助

决策三个方面，因此鼓励企业通过物流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利用大数据、物联网、

数字孪生等信息技术实现实时数据分析、可视化数据展示与辅助决策，另一方面

鼓励白酒物流服务企业与上下游的数据互联互通。

10 单据信息管理一章提出了应提供单据类型，单据的要求、保存期限，结

合现在信息化手段应用的广泛性与调研情况，提出电子单据的使用及保存要求。

其中提出各类原始记录与单据应保存不少于 3年的要求，“3年”是编制组内部

在研讨过程中综合各企业实际对原始单据保存期限协商确定。

11 投诉管理参明确了对白酒物流服务的投诉渠道、投诉处理要求，首先应

建立投诉渠道，包括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接到投诉后现在限期内进行处理，并将



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客户，对进行事后跟踪与回访。

12 安全与应急管理与一章是结合前期调研与编制组成员提供内容，充分考

虑白酒仓储作业的特殊性，总结提炼而成该部份内容，包括安全管理与应急管理

两部分内容。安全管理提出了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物流服务过程中的人员与

货物防护及日常的安全隐患排查等要求。应急管理包括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以及突发时间发生后处置的要求。调研与内容反馈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企业类型 企业名称

1 酒类企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 物流服务方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 物流服务方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 物流服务方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5 设施设备提供方 重庆共一集团有限公司

6 设施设备提供方 上海精星仓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13 评价与改进对服务质量提出评价方法与改进要求，评价方法包括评价主

体、评价机制与评价指标的设定，改进要求针对评价中产生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

以满足客户需求与期望，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使白酒物流服务

形成闭环。

三、标准验证情况

在标准制定期间，通过线上收集资料、研讨会、线下走访企业等方式，对标

准内容在起草单位内部的 13 家企业，包括进行了调研验证。针对服务保障、仓

储服务、装卸搬运、运输、交付、数据服务、安全应急、评价改进各章节进行了

调研验证，根据结果反馈，条款内容有较好的实操性和符合性，验证情况如下表。

序

号
企业类型 调研单位 调研方式 验证内容 符合情况

1. 酒类企业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调研

实地调研

仓储服务、装卸搬运、运输、

交付、投诉管理、
符合

2. 物流服务方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

资料调研

实地调研

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数据

服务
符合

3. 物流服务方
贵州现代物流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资料调研 投诉管理、安全与应急 符合

4. 酒类企业 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调研 仓储服务、装卸搬运 符合



5. 酒类企业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

公司
资料调研

服务保障、仓储服务、装卸

搬运、运输、交付、投诉管

理

符合

6. 酒类企业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

公司
资料调研

装卸搬运、运输、交付、投

诉管理
符合

7. 物流服务方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调研

实地调研
服务保障、仓储服务 符合

8. 物流服务方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调研

服务保障、仓储服务、装卸

搬运、数据服务、安全与应

急

符合

9. 物流服务方
四川联众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资料调研 数据服务 符合

10. 物流服务方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资料调研

服务保障、仓储服务、装卸

搬运、运输、交付、投诉管

理

符合

11.
设施设备提

供方
重庆共一集团有限公司 资料调研 设施设备 符合

12.
设施设备提

供方

上海精星仓储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调研 设施设备 符合

13. 物流服务方 京东物流 资料调研 投诉管理 符合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经检索，在ISO/IEC标准中，尚没

有关于白酒、酒类物流的标准，相关标准尚处于空白。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在我国标准中酒类物流相关标准均为行业标准，共10项，涉葡萄酒3项，白

酒原酒和基酒1项，酒类信息追溯1项，其余5项均为酒类流通过程的一般管理规

范，其中《酒类流通服务规范》（SB/11000-2013）规定了酒类流通经营、服务

（售前、售中、售后）、流通信息、酒类商品保护、宣传、监督与评价等方面的

要求。目前还并没有没有专门制定针对酒类物流过程的行业标准。综上，在白酒

物流服务领域的标准处于空白。本文件规定了白酒物流服务保障、仓储、装卸与

搬运、运输、配送交付、数据服务、投诉管理、安全与应急管理、绿色与低碳以

及评价与改进要求，填补了该领域空白，并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综上，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实施建议

为有效贯彻本文件，建议依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酒类物流供应链分会开

展本文件实施，组织开展本文件的宣讲贯彻，借助分会平台以酒类企业、第三方

物流企业为实施主体开展标准实施，分会作为第三方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不涉及任何专利、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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