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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地方标准《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钕铁

硼永磁材料》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19 年 9 月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钕铁硼永磁材料相关追

溯实施项目工作，制定了《稀土产品追溯 GS1 编码标识技术方案》、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稀土产品追溯实施指南》等，并在国

家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台（www.chinatrace.org）中录入了公司相

关产品的追溯数据并实现了数据共享，已有 2000 余人次扫码查询产

品相关数据，不仅有效实现了富尔特公司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追溯和

管理，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和公司品牌知名度，为稀土及稀土永

磁行业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起到带头示范效用。

2021 年 11 月由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牵头，联合江西省质量和

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

限公司共同申报的江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批立项（项目名称：《重

要产品 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地方标准研制），基于

该项目研发重点内容，为建立健全项目涉及标准体系，2023 年开展

了《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 钕铁硼永磁材料》地方标

准研制，并被列入 2024 年江西省市场监管局第八批江西省地方标准

制修订计划。

2.起草单位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



2

验中心（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中科三环(赣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国创稀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嘉通新

材料有限公司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南昌航空大学。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稀土永磁材

料及其应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

于 2011 年，具备年产 10000 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毛坯的生产能力。

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工业节能电机和磁浮轨

道交通等领域，在细分领域里的手机扁平振动马达、自动对焦马达和

磁感继电器上作为重要的磁组件之一，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公

司于 2018 年 1 月在新三板挂牌，近 9 年营业收入实现 30%以上的复

合增长。

现有人员 326 名，拥有研发技术人员 76 人。聘请行业内著名专

家组成技术专家委员会，对企业技术发展进行“问诊把脉”和科学指

引。广泛开展与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昌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中国航空工业综合技术研究所（301

所）和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用合作，使得

公司技术始终与国际国内前沿技术接轨。先后承担了“十三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中部矿业特色产业集聚区固

废资源化利用集成示范）、“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稀土新材

料”重点专项（可再生稀土功能材料二次利用技术）、国家绿色制造

系统集成专项（稀土电子材料绿色设计平台建设）等各类科研项目

40 余项，申请专利 100 余项，授权发明专利 31项、实用新型专利 34

项，参与制订各类标准 17 项，获评国家绿色设计产品 3 项、省级新

产品 2项、江西省首届“赣出精品”1项、江西名牌产品 3项、江西

省绿色技术 1项，发表论文 2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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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国家 5G 工厂、国家绿色工厂、国家工业产品绿色设

计示范企业、国家绿色设计产品、国家工信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国

家工信部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创新奖一等奖、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二等奖、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江西名牌产品、江西省瞪羚企业、江西省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江西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江西省智能制

造标杆企业、江西省两化融合三星示范企业、江西省管理创新示范企

业、江西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江西省 AAA 级标准化良好行

为企业、江西省青年文明号、江西省工人先锋号、江西省企业标准领

跑者、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

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

院）现有技术人员 70多人，其中博士 4人、硕士 20人，中级以上职

称 28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8人，通过 CNAS 认证的检测能力有四大类

518 个参数，通过省级 CMA 认证的检测能力有七大类 1187 项参数，

2016 年经江西省环保厅批准获得“江西省社会环境监测乙级机构”

资质。标准研制方面，中心参与制定稀土国际标准 4项、稀土国家标

准外文版翻译校核工作 2项；主导制定国家标准 6项、行业标准 2 项、

省地方标准 7项；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 60余项。获得全国稀土

标准化委员会技术标准优秀奖 19 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标准优

秀奖 5项、“中国稀土协会检测与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

次。近年来，在仪器设备的升级改造上，研究院非常注重跟踪国际最

高水平和最新技术装备，投入资金 3000 多万元购置了辉光放电质谱

仪、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高分辨率场发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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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显微镜等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国外进口仪器设备 10多台（套），

研究院检测能力范围从几十种有色金属原矿及前端初级产品，一直延

伸至产业链的后端下游产品，以及空气、土壤、水质、固体废物等环

境类检测项目，关键检验项目能力和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检测业

务服务范围覆盖了国内所有的钨稀土主产地及美国、英国等 12 个国

家和地区，并与瑞士 SGS、法国国际检验局等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开展

了外包检测合作。2013 年研究院被江西省工信委、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国税局和江西省地税局联合确定为江西省资源综合利用认定

指定检测机构；2014 年至 2017 年连续四年在国家质检总局考核评价

中，全部以高分成绩被评为Ⅰ类产品质量检验机构；2016 年荣获“江

西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先进单位一等奖”， 荣获 2016 年度省级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017 年中心被选定为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第一

批指定质检机构，并被国家物资储备局指定为稀土产品国家储备入库

质检机构。同时，研究院在每年都参加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能力验

证中，每次的测定结果和能力评价均为满意，是少数验证结果全部为

满意的实验室，它标志着研究院的检测能力、技术团队、管理体系和

软硬件设施等均已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单 位 任务分工

钟长传 男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组织编写

卢 博 男 高级工程师

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江西省钨

与稀土研究院）

标准制定

李 平 男
主任

（高级工程师）

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江西省钨

与稀土研究院）

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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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玺 男
总经理

（正高级工程师）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标准制定

庞再升 男
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标准制定

戚植奇 男
技术总监

（高级工程师）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标准制定

盛 力 女 工程师

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江西省钨

与稀土研究院）

标准制定

陈文帅 男 工程师

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江西省钨

与稀土研究院）

标准制定

向春涛 男 副总经理
中科三环(赣州)新材料有

限公司
标准制定

朱健玲 男 工程师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制定

吴晓东 男 总经理
赣州国创稀金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标准制定

任晟 男 工程师

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江西省钨

与稀土研究院）

标准制定

彭志伟 男 工程师
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
标准制定

邱建民 男 高级工程师 赣州嘉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标准制定

黄有林 男 副教授 南昌航空大学 标准制定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打击“黑稀土链”，加强对稀土产品的监管，2015 年以来，

国家相关部委陆续出台政策，研究建立稀土产品追溯体系，从而堵住

“黑稀土”交易，实现稀土“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规

范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发展质量。随着稀土产业快速发展，当前建立

稀土产品追溯体系，已不仅是国家工信部、商务部、市场监管等行政

部门监管的需要：同时也是稀土产业链上下游用户的需要，更是企业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和转型升级，推进稀士产业“两化融合”发展的

需要。标准化在支撑稀土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建立稀土产品

追溯标准体系，是实现稀士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和实施的重要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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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2015 年以来国家相关部委发布了《工信部原材料工业两化深度

融合推进计划（2015-2018 年）》、《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

系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关于开展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对建立

稀土产品追溯体系提出了政策指导意见和建议。2019 年以来，《重

要产品追溯追溯体系通用要求》等 6项重要产品追溯国家标准先后发

布实施，为包括稀土在内的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相关标准建立提供了

指南。2021 年 10 月，稀土产品追溯国际标准《从稀土矿至分离阶段

供应链中稀土产品的追溯》发布实施，标准规定了从矿山到分离产品

的稀土材料或产品的供应链企业需要记录的信息，对建立稀土产业链

可追溯性体系设计和实施具有指导作用。2023 年，江西省地方标准

《稀土产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发布，该标准通过对

追测单元、追溯信息、追溯系统及追溯原则、实施和评价等过程研究，

明确稀土产品链各环节追溯体系内容，可为稀土产品链各环节稀土产

品的追溯体系设计和实施提供指南，支撑稀土产品追溯体系的建立和

实施。

稀土永磁材料因其具有十分优异的综合磁性能，是全球稀土下游

需求中占比最大的应用领域，其中钕铁硼磁性材料应用最广（烧结钕

铁硼产量占比约 94%）。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永磁产品生产国，现

有烧结钕铁硼生产企业超过 200 家，近年来产量基本保持在全球总量

的 90%以上，2022 年我国稀土永磁材料产量达 21.33 万吨，江西省钕

铁硼稀土永磁材料产业主要集中在赣州，是全国主要的永磁材料生产

基地之一，规模以上企业有 20 余家，包括了金力永磁、中科三环、

粤磁稀土、富尔特等一批头部企业。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处于稀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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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游，与上下游联系紧密，建立相关追溯体系，第一能健全稀土永

磁材料相关企业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第二能促进稀土上下游产业协同

发展，从而实现产业链优化升级。第三能健全稀土上下游产业链监管

体系，为地方政府切实承担监管主体责任，维护稀土市场秩序提供数

据基础。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23 年 1月～2023 年 12 月，进行前期相关调研，走访烧结钕铁

硼永磁材料生产加工相关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及查询文献资料；并

对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产品追溯现状、相关稀土企业追溯系统应用情

况、以及工信部门等对稀土产品追溯的政策意见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

分析。

2024 年 1 月～2024 年 5 月，进行标准立项报告、及标准草案的

材料撰写工作，同时借鉴相关行业追溯标准和体系，推进标准相关研

制工作。

2024 年 6 月～2023 年 7 月，通过江西省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向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提出标准立项申请建议；

2024 年 8月列入 2024 年江西省市场监管局第八批江西省地方标

准制修订计划；

2024 年 9月～2024 年 11 月，起草小组推进《稀土产品追溯体系

设计与实施指南-钕铁硼永磁材料》研制，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2 月，报省标准技术评审中心公示。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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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本着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和实施，以满足国家相关监

管部门监管的需要，同时也为满足稀土供应链上下游用户的需要，支

撑企业提升信息化管理和转型升级，助推稀土金属材料产业“两化融

合”，实现稀土“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规范市场秩序，

提升行业发展质量。

2.制定依据

本标准属于首次制定，编制小组通过国家相关政策建议和意见，

以及发布实施的追溯相关标准，参考相关行业做法，结合稀土企业及

相关单位开展的稀土产品追溯工作，从而确定《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设

计与实施指南-钕铁硼永磁材料》中关键技术内容。

3.与现有标准的符合性、协调性分析

目前，《重要产品追溯追溯体系通用要求》等 6项重要产品追溯

国家标准已发布实施，为包括稀土在内的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相关标

准建立提供了指南。另外，稀土产品追国际标准《从稀土矿至分离阶

段供应链中稀土产品的追溯》于 2022 年发布实施，标准规定了通过

供应链从矿山到分离产品的稀土材料或产品的供应链企业需要记录

的信息。

2023 年，江西省地方标准《稀土产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

实施指南》发布，该标准通过对追测单元、追溯信息、追溯系统及追

溯原则、实施和评价等过程研究，明确稀土产品链各环节追溯体系内

容，可为稀土产品链各环节稀土产品的追溯体系设计和实施提供指

南，支撑稀土产品追溯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本标准为配套地方标准的系列标准，为稀土永磁体生产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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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追溯体系提供标准依据，对建立烧结钕铁硼永磁体可追溯性体系

设计和实施具有指导作用。

4.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国家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本标准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推荐性企业标准的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1.标准题目的确定

鉴于 2019 年以来，《重要产品追溯追溯体系通用要求》等 6项

重要产品追溯国家标准先后发布实施，为包括稀土在内的各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相关标准建立提供了指南，2022 年 10 月，江西省钨与稀土

研究院牵头开展《稀土产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地方

标准的制定工作，并于 2023 年 11 月发布实施，本标准为同期研制的

系列标准，且为首次，故标准名称为《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

指南-钕铁硼永磁材料》。

2.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内容研制主要引用了《稀土产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

实施指南》地方标准，按照稀土产品追溯体系的组成、建设原则和目

标、体系设计、体系实施、内部审核以及评审与改进等要求，为烧结

钕铁硼永磁体生产企业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指南。

本标准规定了烧结钕铁硼永磁体生产企业的追溯体系基本要求、

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内部审核与评价改进等，适用于烧结钕铁硼永

磁体生产加工企业的追溯体系建设。

本标准重点内容在第四、五、六部分从体系要求、体系设计、体

系实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在设计原则方面，明确了原辅料来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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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产品流通等追溯环节，适度界定了追溯单元、追溯范围和追

溯信息。特别是以附录形式对追溯信息记录进行了详细描述，将追溯

信息划分为基本追溯信息和扩展追溯信息，较为直观的展示了烧结钕

铁硼永磁体的基本追溯信息。

3.主要条款的说明

1、基本要求：按照 DB36/T 1860-2023 原则和目标要求，经过对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加工企业的调研，在原则上要求覆盖烧结钕

铁硼永磁材料生产加工主要环节，在目标上要实现烧结钕铁硼永磁材

料各环节物料的来源可溯、内部可查和去向可追。

2、追溯体系设计：遵循 DB36/T 1860-2023 设计原则要求，根据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产品特性、生产工艺等适度界定追溯环节、追溯

单元和追溯信息，并考虑追溯体系设计的可操作性，明确物料来源、

生产加工、产品流通等 3 个追溯环节及各环节的追溯单元。其中生产

加工环节覆盖了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主要工艺过程，包括原材料

采购、配料、熔炼、氢碎、气流磨、混粉、成型、烧结、毛坯检验、

机加工、表面处理、成品检验、包装、入库。信息记录内容与管理要

求方面，明确追溯信息应符合 GB 39176-2020 第 4 章和第 7章要求。

追溯信息的记录内容按照 3 个环节涵盖的追溯单元以基本追溯信息

和扩展追溯信息记录。追溯单元标识与信息载体按 DB36/T 1860 第

5.3.1 章内容。

3、追溯体系的实施：结合 DB36/T 1860-2023 追溯体系的实施要

求，从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加工企业角度指出应建立追溯体系管

理制度和追溯计划，并开展追溯的实施培训与演练，以及配备追溯设

施。在追溯设施方面，详细指出组织应配备必要的基础设施，如计量

器具、监测设备、打印设备、印码设备、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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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审核和评价：按照 DB36/T 1860-2023 内部审核和评价要

求，明确组织应建立内部审核计划和程序，范围应包括烧结钕铁硼永

磁材料生产关键环节，并按照计划对可追溯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内部

审核，以评价可追溯体系满足所设定目标的有效性。

5、追溯体系改进：本部分内容按 DB36/T 1860-2023 体系改进内

容执行。

4.技术要求

1、对本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规定。

2、对本标准相关的术语进行定义。

3、对追溯体系基本要求、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内部审核与评

价改进等进行规定。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制组严格按既定编制原则进行编写，本文件起草过程中未发生

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近十年稀

土产业快速发展，当前建立稀土产品追溯体系，已不仅是国家工信部、

商务部、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监管的需要；同时也是稀土供应链上下

游用户的需要，更是企业提升信息化管理和转型升级，推进稀士产业

“两化融合”的需要。《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钕铁硼

永磁材料》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进一步统一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追溯体

系建设要求，对于实现钕铁硼永磁材料追溯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起到

重要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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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和预测效果

本文件规定了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企业的追溯体系基本要求、追

溯体系设计与实施、内部审核与评价改进等，适用于烧结钕铁硼永磁

材料生产加工企业的追溯体系建设，本文件发布执行后，建议标准主

管单位积极向行业相关方推广。

本文件的制定对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企业开展追溯工作具

有指导作用，本文件顺利实施后，可实现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来源

可溯、内部可查和去向可追，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对于规

范稀土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稀土产品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钕铁硼永磁材料》编制组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