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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为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规范系列标准之一。 

随着技术的发展，还将制定后续的相关标准。 

  

标准牵头单位：北京鼎证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刘阳、田娟、池程、谢滨 

——青岛海检集团有限公司：洪晓莉 

——长春市标准研究院：秦晓辉、张珩、王丹、庞伟 

——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周顺骥 

——北京鼎证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谢颖、李道溢、杜玉桥、常亮 

——车服云（宁波）科技有限公司：王国栋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刘卓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黄亮 

——广东哈弗石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刘彬隆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田勇 

——长春蓝天密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李懿穆 

——长春蓝天高新技术密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李松成、李牟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春）有限公司：高智勇、 

——中汽汇众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林定海 

——烟台美丰机械有限公司：马俊 

——浙江安格鲁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杭舰 

——上海威可特汽车热交换器制造有限公司：沈想、周乐 

——宁波鑫海爱多汽车雨刷制造有限公司：江丹娜 

——海检检测有限公司：李传增 

——吉林省鑫茂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高铭 

——江苏集结号机车科技有限公司：聂林涛 

——宁波思明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吕方 

——青岛丽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吕进军 

——山东科远汽车尾气净化系统有限公司：聂昆 

——玉环信品机械有限公司：汤恩爱 

——长春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尹善文 



 

 II 

——长春三友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潘东野 

——吉林省通用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赵庆发 

——浙江亮叭汽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褚建林 

——毅峰（广州）汽配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陈云祥 

——浙江辉波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周振辉 

——惠州市开廓汽配有限公司：李文清 

——东营信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刘强 

——北京国强标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白娟 

——广东小猪配齐科技有限公司：庄志华 

——重庆红宇摩擦制品有限公司：吴承洪 

——宁波奉东成摩擦材料有限公司：陈亮 

——宁波大千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施政函 

——广东凯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黄竑权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辛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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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汽车零部件 标识编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零部件行业零部件产品相关的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的术语和定义、编码结构和编

码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零部件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体系建设，汽车零部件的信息采集及数据交换，

汽车零部件在原材料、生产、流通、维修、回收等环节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产品质量追溯及供应链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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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88-1998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6986-2018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GB/T 33245-2016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汽车配件 

ANSI MH10.8.2-2016 数据标识符和应用标识符标准（ Data Identifier and Application 

Identifier Standard）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986-2018、ANSI MH10.8.2-201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汽车零部件 automobile parts 

用于组装成汽车的各种专用零部件以及汽车运行、维修时所应使用的各种专用品。 

注：通常也称为汽车配件。 

3.2  

标识编码 identifier 

能够唯一识别机器、产品、算法、工序等制造业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的身份符号。 

3.3  

数据项标识符 data item identifier；DII 

标识数据含义与格式的字符，由 1 到 3 位大写英文字母组成。 

3.4  

应用标识符 application identifier；AI 

标识数据含义与格式的字符，由 2 位～4 位数字组成。 

[ GB/T 16986-2018,定义 3.1 ] 

3.5  

数据标识符 data identifier；DI 

一个指定的字符(或一串字符)，它界定了一般类别或数据的预期用途。 

注：ASC MH10数据标识符的格式是 1个单独的字母字符，或 1个字母字符前缀 1 个、2个或 3个

数字字符。 

[ANSI MH10.8.2-2016,定义 3.21 ]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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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项标识符及其对应数据的编码结构 

4.1 编码结构 

数据项标识符及其对应的数据编码共同完成特定信息的标识。 

数据项标识符对应的数据编码可以是数字字符、字母字符或数字字母字符，数据结构与长度取决于

对应的数据项标识符。 

数据项标识符及其对应数据编码的含义及格式和数据名称见附录A。 

4.2 表示法 

表示法如下： 

n：数字字符； 

N: 数字字符； 

A：字母字符； 

X：字母、数字字符； 

i：表示字符个数； 

j：表示字符个数； 

ni：定长，表示i个数字字符； 

n...i：表示最多i个数字字符。 

5 编码的组成 

5.1 编码原则 

汽车零部件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对象，均应当制定统一、唯一的标识编码。不同对象应按照实际应

用需求，并结合已使用的编码体系，制定适用的编码规则。 

5.2 编码组成 

汽车零部件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由标识前缀和标识后缀两部分组成，前缀与后缀之间以“/”

分隔；其中标识前缀由国家代码、行业代码、企业代码组成，标识后缀由分类代码、产品代码、批次号、

序列号、扩展数据编码组成，扩展数据编码为可选。 

5.3 编码结构 

汽车零部件产品标识编码结构见图1： 

 X1 XN.X1X2X3.X1 XN/(XX)X1 X4.(XX)X1 XN.(XX)X1 XN .(XX)X1 XN.(XX)X1 XN

国家代码

企业代码

行业代码

标识前缀 标识后缀

分类代码

产品代码

批次号

序列号

扩展数据代
码(可选)

 
图 1 汽车零部件产品标识编码结构 

6 标识前缀 

标识前缀由国家代码、行业代码、企业代码组成，以UTF-8字符“.”分隔，其结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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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XN.X1X2X3.X1 XN 

行业代码

企业代码

国家代码  

图 2 标识前缀结构 

标识前缀各代码段长度、数据类型及其代码含义见表 1。 

表 1 标识前缀组成 

代码段 长度（字符） 数据类型 说明 

国家代码 -- -- 需遵从标识体系和标识注册管理机构相关要求。 

行业代码 3位？ 字符型 唯一标识制造业门类。 

企业代码 ≤20位 字符型 唯一标识工业互联网运营单元。 

7 标识后缀 

7.1 编码方式 

标识后缀由分类代码、产品代码、批次号、序列号、扩展数据编码组成。其中，分类代码、产品代

码、批次号、序列号为必选代码，扩展数据编码为可选代码。 

7.2 编码结构 

标识后缀的编码结构见图3： 

 

 

( X X ) X 1 · · ·X N ( X X ) X 1 · · ·X 4  ( X X ) X 1 · · ·X N  ( X X ) X 1 · · ·X N  ( X X ) X 1 · · ·X N  

 

 

 

图 3 标识后缀结构 

8 标识后缀的数据定义 

8.1  标识后缀的数据结构 

标识后缀的数据结构见表2。 

表2 标识后缀数据结构 

 

分类代码 产品代码 批次号 序列号 
扩展数 

据代码 

数据项 

标识符

DII 

数据字 

段格式 

数据项 

标识符

DII 

数据字 

段格式 

数据项 

标识符

DII 

数据字 

段格式 

数据项 

标识符

DII 

数据字 

段格式 
见 8.6 

F n4 C X1...Xj（j≤20） P X1...Xj（j≤20） X X1...Xj（j≤20） 见 8.6 

 

产品代码 批次号 序列号 扩展数据代码（可选） 

数据项标识符 

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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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分类代码 

8.2.1 分类代码的原则和方法 

分类代码应符合GB/T 7027-2002的要求及GB/T 33245-2016中汽车零部件产品专用信息分类的要求。 

分类方法采用线分类方法，按照逻辑结构方式对汽车零部件行业对象进行逐层细分。 

8.2.2 分类代码分级方法 

针对汽车零部件行业中具有管理需求的汽车零部件产品，结合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需求，对汽

车零部件产品标识进行分类分级。分类代码分为二级，每级采用2位数字代码标识。各级的含义如下： 

a）一级表示：总系统； 

b）二级表示：分系统。 

8.2.3 分类代码结构 

分类代码由二级4位数字代码组成。编码结构如图4所示。 

 

图 4  分类代码结构 

 

8.2.4 一级分类代码表 

一级分类代码见表3。 

表 3  一级分类代码表 

一级分类代码 中文名称 

01 发动机系统 

02 传动系统 

03 行驶系统 

04 转向系统 

05 制动系统 

06 车身及附件系统 

07 电子电器系统 

8.2.5 二级分类代码表 

二级分类代码见表4。 

表 4  二级分类代码表 

一级分类代码 二级分类代码 中文名称 

01 

01 发动机总成 

02 气缸体/盖/罩/垫 

03 活塞 

04 活塞环 

05 燃油箱 

06 燃油泵 

X 1 X 2   X 3 X 4    

                                                       

                                                      二级代码 

                                                      一级代码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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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喷油嘴 

08 喷油泵 

09 燃油/机油/空气滤清器 

10 连杆组件 

11 曲轴/连杆瓦 

12 皮带 

13 密封垫 

14 油封 

15 点火线圈 

16 火花塞 

17 高压线 

18 气门 

19 曲轴/凸轮轴 

02 

01 离合器总成 

02 离合器压盘 

03 离合器面片 

04 分离轴承 

05 离合器总/分泵 

06 变速器/离合器拉线 

07 变速器 

08 变速器轴承 

09 变速器齿轮 

10 同步器 

11 变速器油 

12 液力变矩器 

13 传动轴 

03 

01 轮胎 

02 车轮 

03 车轮平衡块 

04 气门嘴 

05 车轮螺栓 

06 前/后减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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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级分类代码表（续） 

一级分类代码 二级分类代码 中文名称 

03 

07 前半轴 

08 钢板弹簧 

09 横向稳定杆 

10 前/后轮毂 

11 前/后轮毂轴承 

12 转向节 

13 前/后悬架螺旋弹簧 

04 

01 转向盘 

02 转向器 

03 横拉杆内/外球头 

04 转向助力泵 

05 转向助力泵轴罐 

05 

01 制动器总成 

02 前/后制动盘 

03 制动总/分泵 

04 真空助力器 

05 制动踏板 

06 前/后制动片 

07 制动鼓 

08 前/后制动软管 

06 

01 车身 

02 汽车玻璃 

03 车锁 

04 天窗 

05 后视镜 

06 雨刮机构 

07 空调 

07 

01 线束 

02 汽车仪表 

03 蓄电池 

04 车灯 

05 汽车收放机DVD机 

06 倒车雷达传感器 

07 灯光/雨刮组合开关 

08 蜂鸣器 

09 继电器 

10 发电机 

11 起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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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C”以及汽车零部件的产品代码数据字段组成。产品代码数

据字段为企业定义的字母数字字符串，长度可变，最大长度为20个字符，包含GB/T 1988-1998中表2的

所有字符。 

8.4 批次号 

批次号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P”以及汽车零部件产品的批次号数据字段组成。批次号数据

字段为企业定义的字母数字字符串，长度可变，最大长度为20个字符，包含GB/T 1988-1998中表2的所

有字符。 

8.5 序列号 

序列号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X”以及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序列号数据字段组成。序列号数据

字段为企业定义的字母数字字符串，长度可变，最大长度为20个字符，包含GB/T 1988-1998中表2的所

有字符。 

8.6 扩展数据代码 

标识后缀中可增加扩展数据编码。扩展数据编码为可选项，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取表5中的一

项或多项单元数据串作为扩展数据编码。 

 

表5 扩展数据的单元数据串 

 

单元数据串名称 数据项标识符（DII） 数据格式 

零部件在客户方的代码 OEM X1...Xj（j≤20） 

供应商在客户方的厂商代码 G X1...Xj（j≤20） 

自编码 Z X1...Xj（j≤20） 

生产日期 S n6 

有效期 Y n6 

保质期 B n6 

包装日期 BZ n6 

 

8.6.1 零部件在客户方的代码 

零部件在客户方的代码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OEM”以及零部件在客户方的代码数据字段组

成。零部件在客户方的代码数据字段为客户方分配的字母数字字符串，长度可变，最大长度为20个字符，

包含GB/T 1988-1998中表2的所有字符。 

8.6.2 供应商在客户方的厂商代码 

供应商在客户方的厂商代码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G”以及供应商在客户方的厂商代码数据

字段组成。供应商在客户方的厂商代码数据字段为客户方分配的字母数字字符串，长度可变，最大长度

为20个字符，包含GB/T 1988-1998中表2的所有字符。 

8.6.3 自定义代码 

自定义代码数据字段为企业自定义的编码，自编码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Z”以及自编码数

据字段组成。自编码的字母数字字符串，长度可变，最大长度为20个字符，包含GB/T 1988-1998中表2

的所有字符。 

8.6.4 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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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日期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S”以及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生产日期数据字段组成。生产日

期数据字段为长度固定的6位数字字符串，由年（取后2位）、月（2位）、日（2位）按顺序组成。 

示例：2019年8月1日 190801。 

8.6.5 有效期 

有效期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Y”以及汽车零部件产品的有效期数据字段组成。有效期数据

字段为长度固定的6位数字字符串，由年（取后2位）、月（2位）、日（2位）按顺序组成。 

8.6.6 保质期 

保质期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B”以及汽车零部件产品的保质期数据字段组成。保质期数据

字段为长度固定的6位数字字符串，由年（取后2位）、月（2位）、日（2位）按顺序组成。 

8.6.7 包装日期 

包装日期单元数据串由数据项标识符“BZ”以及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包装日期数据字段组成。包装日

期数据字段为长度固定的6位数字字符串，由年（取后2位）、月（2位）、日（2位）按顺序组成。 

9 数据项标识符（DII）与应用标识符（AI）、数据标识符（DI）的映射 

数据项标识符与应用标识符（AI）、数据标识符（DI）的映射按照附录B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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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据项标识符（DII）的含义、格式、数据名称 

 

数据项标识符（DII）的含义、格式、数据名称见表 A.1 

表 A.1 

含义 数据项标识符 数据格式 数据名称 

分类代码 F n4 Classification Code 

产品代码 C X...20 Product Code 

批次号 P X...20 Batch Number 

序列号 X X...20 Serial Number 

零部件在客户方的代码 OEM X...20 Parts Code in Customer Plant 

供应商在客户方的厂商代码 G X...20 Supply code in Customer Plant 

自编码 Z X...20 Custom Coding 

生产日期 S n6 Production Date（YYMMDD） 

有效期 Y n6 Validity Peroid 

保质期 B n6 Quality guarantee period 

包装日期 BZ n6 Packaging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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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数据项标识符（DII）与应用标识符（AI）、数据标识符（DI）的映射 

 

数据项标识符（DII）与应用标识符（AI）、数据标识符（DI）的映射关系见表B.1 

表 B.1 

数据含义 DII AI DI 

分类代码 F n/e n/e 

产品代码 C n/e n/e 

批次号 P 10 1T 

序列号 X 21 S 

零部件在客户方的代码 OEM 241 P 

供应商在客户方的厂商代码 G 92 Y 

自编码 Z 240 30P 

生产日期 S 11 5D...405 

有效期 Y 17 5D...036 

保质期 B 15 n/e 

包装日期 BZ 13 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