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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RFID時代的來臨是否依舊很遠呢？對於這

個問題，零售市場逐漸興起的導入應用，證明單品

貼標正無聲無息的進入全球商業市場。但是這並不

代表GS1條碼逐漸式微；相對的，正是兩個技術應用

相輔相成的時機點，使得全球商業活動再演化！其

歸因於彼此號碼的相容性，促成商品資料之延伸。

本文就GS1條碼與EPC碼之間的轉換原則進行探討。

Is EPC/RFID still far away? Recently many retailers 
have implemented EPC/RFID implied that the item 
tagging is flourishing. It doesn’t mean that GS1 Bar Code 
will be declined.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moment for 
these two technologies to co-exist which drives the 
global business to be evolved again. It attributes th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EPC code and GS1 Bar Code 
which facilitates the extension of product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conversion from GS1 Bar 
Code to EPC code.

EPC碼和GS1條碼互用原則
The Conversion between EPC Code and GS1 Bar Code
文/ GS1 Taiwan專業服務部專案經理  溫嘉瑜
By Carrie Wen, Project Manager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Dept., GS1 Taiwan

GS1條碼與EPC/RFID並存
GS1 Bar Code and EPC/RFID Are in Parallel

目前零售市場上的EPC/RFID應用，均是與GS1條碼應
用並行。有時商品上同時可看到EPC/RFID標籤（如圖1）和

GS1條碼，然而是否需整合在同一個標籤上？抑或是分開？
則可根據商業應用的需求調整做法。這種調和機制，可讓

這兩種技術互補；對於企業端使用者而言，商品資訊串流

不中斷，讓企業營運更為有效率。GS1條碼與EPC/RFID彼此
互補，形成最大效益，主因在於兩者號碼是具有關聯性。

當號碼被讀取時，後端資訊系統得以迅速反應號碼與號碼

之間是否具有意義。

圖2、GTIN碼識別商品

識別層級
Identification Level

EPC/RFID碼具有兼容性，編碼涵蓋最大化的概
念下，可識別單一品項。GS1條碼各項編碼依照不
同屬性，識別層級也有所不同：

 █  GTIN（全球交易品項識別代碼）：識別所有相同
的產品品項；

 █SSCC（運輸容器序號）：識別單一運輸容器；
 █GLN（全球位置碼）：識別單一位置；
 █GIAI（全球個別資產識別碼）：識別單一資產；
 █  GRAI（全球可回收資產識別碼）：識別單一可回
收資產。

基於兼容性，於EPC/RFID標籤資料規格書中，
定義GS1條碼（如圖2所示）和美國國防部「DOD
碼」相關的轉換內容；未來也持續定義不同產業識

別碼之轉換。

簡言之，已流通全球商業環境之GS1條碼，其
對應之物件，同時可透過EPC/RFID技術，異動資料
可繼續被擷取並分享，此有賴GS1條碼和EPC碼之間
的關係連結。 

圖1、RFID標籤

無線射頻識別＆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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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碼步驟
The Conversion Steps

GS1條碼和EPC碼結構上有相似之處，皆能識別企業身分和產品品項。唯EPC碼多了「序號」
欄位，使得物件之「單一品項」可以被獨一無二的識別。GS1條碼轉EPC碼，當選擇寫入96位元
標籤時，依序編碼欄位定義進行轉換。以下解說，以GTIN-13「4711234560012」為範例。

0 4 7 1 1 2 3 4 5 6 0 0 1 2

 將GTIN-13轉成GTIN-14：新增指示代碼「0」於GTIN-13前頭。步驟2

0 4 7 1 1 2 3 4 5 6 0 0 1

去除檢核碼「2」。步驟3

4 7 1 1 2 3 4 5 6 0 0 0 1

將指示代碼「0」移至商品代號前。「471123456」作為管理人號碼（Manager 
Number），「0001」作為產品類別號碼（Item Reference）。

步驟4

4 7 1 1 2 3 4 5 6 0 0 0 1 1 2 3

新增序號「123」。步驟5

國碼 廠商代號 商品代號 檢核碼

4 7 1 1 2 3 4 5 6 0 0 1 2

步驟1 界定欄位分配：照上述範例將GTIN-13拆解成「國碼」、「廠商代號」、「商品代
號」以及「檢核碼」四個欄位。

圖3、標頭值查詢（參見EPC規格書P. 78）

標頭值Header Value：於EPC規格書查詢數值，SGTIN-96的標頭值為「48」，2進位呈
現為「00110000」，10進位為48（如圖3）。

步驟6

圖4、過濾值查詢（參見EPC規格書P. 64）

過濾值Filter Value：於EPC規格書查詢數值，當物件為零售單品時，查詢表格其值為
「1」，2進位呈現為「001」（如圖4）。

步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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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8

步驟9

分隔值Partition Value：用以
判斷此標籤號碼欄位容量的分

布，於EPC規格書查詢數值，
SGTIN的分隔值選擇須依據原
來GTIN碼的公司前置碼為主。
因此，於本範例公司前置碼為

9碼時，其值應為「3」，2進
位呈現為「011」 ( 如圖5 )。

完成編碼：將號碼寫入SGTIN-96標籤 ( 參考圖6 ＆表1)。

圖5、分隔值查詢（參見EPC規格書P. 92）

圖6、EPC碼圖示（2進位呈現）

表1、EPC編碼
標籤類型 SGTIN-96

Header
標頭

Filter Value
過濾值

Partition Value
分隔值

Company Prefix
公司前置碼

Item Reference
產品類別號

Serial Number
序號

欄位容量(位元) 8 3 3 20-40 24-4 38
編碼(10進位) 48 1 3 471123456 0001 123

編碼(2進位) 00110000 001 011 000000111000001010011000110000 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1111011

編碼(16進位) 302DC14C600000400000007B
URI呈現 urn:epc:tag:sgtin-96:1.471123456.0001.123

參1. GS1 General Specifications Version 15, Jan-2015， http://
www.gs1.org/sites/default/files/docs/barcodes/GS1_
General_Specifications.pdf.

參2. EPC Tag Data Standard Version 1.9, Ratified, Nov-2014， 
http://www.gs1.org/sites/default/files/docs/epc/TDS_1_9_
Standard.pdf.

參3. GS1 US EPC Encoder/ Decoder，http://www.gs1us.org/
resources/tools/epc-encoder-decoder.

參考資料

48 1 3 4 7 1 1 2 3 4 5 6 0 0 0 1 1 2 3

編碼標準依據
In Accordance with GS1 General Specifications and EPC Tag Data 
Standard

EPC/RFID應用漸漸崛起，有賴於歐美大型零售業
全面導入；對其遍布全球之供應商而言，EPC/RFID技
術是新的領域。鑒於各界對於EPC/RFID和GS1條碼之認
知落差下，引用其標準規格，介紹號碼的轉換。若企

業端長久以來已使用GS1國際條碼，後續想再導入EPC/
RFID，彼此號碼的延伸使用，可讓商品資訊更為完整
和即時，進而改善營運效率。GS1條碼和EPC碼之轉換
原則，主要根據以下兩份規格書：

 █GS1 General Specifications Version 15, Jan-2015；
 █  EPC Tag Data Standard Version 1.9, Ratified, Nov-2014。
企業需對兩者之編碼結構了解，才能滿足轉碼之

欄位需求。編碼完成，可透過GS1 US提供的線上程
式，進行驗證（http://www.gs1us.org/resources/tools/
epc-encoder-decoder）。唯有正確的EPC碼，方能正
確連結GS1條碼號碼之物件資訊。

結論
Conclusion

GS1組織深耕全球商業市場之應用，因此GS1條
碼應用可說是遍及不同產業和跨領域。隨著科技日新

月異，全球市場瞬息萬變，若企業能同時採用EPC/
RFID，將可協助企業迅速掌握市場的變化。此有賴於
兩者技術之相互合作，彼此號碼的連結成為重要的影

響關鍵，促成商品資料的銜接。因此，正確轉碼機制

之建立，將使企業延伸商品資料的完整性，促成GS1國
際條碼和EPC/RFID之合用效益。

00110000 001 011 000000111000001010011000110000 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011

Header Partition Item Reference

Company PrefixFilter Serial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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