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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责任。前几年，就

有人计算过，猪肉从生产到流通各环节有八九个部门在管，但还是出

了“瘦肉精”中毒事件。时隔多年，“瘦肉精”重出江湖。于是，食

品安全多头管理的问题，再次引起热议。《人民日报》曾报道，目前

有十多个部门在对食品安全进行管理，“希望各部门能各司其职，做

到不失职，不扯皮，不遗漏，切实把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食品安全

这一大事管严、管好。”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食品安全事件发

生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食品案例事件，引起

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恐慌，甚至“谈食色变”。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的健康、国家的荣誉，关系国家经济的发

展和与社会和谐稳定。近年发生的严重影响我国荣誉的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表明，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制度缺陷，长期

以来食品形成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日挑战，提醒我们

各级监管部门必须提高警惕，快速调整监督机制，帮助企业认识到必

须在做好食品安全控制。从我国食品加工行业的整体水平来看，食品

HACCP计划都处在初级阶段，尤其食品 HACCP是国际先进国家根据国

际食品安全形成制定的比较新兴的保护措施，在中国尚未得到广泛推



广与应用，甚至许多食品的监管人员仍不清楚什么是“HACCP”，应

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坚决遏制人为破坏食品安全事件。 

要建立起企业负责、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动的新型

治理机制，实现外部他律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在法律威慑力的基础上

提高道德约束力。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说过，法律必须依靠

某种外部手段来使其机器运转，因为法律规则是不会自动执行的。我

国食品安全法律的落实，一方面，需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构建

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立体式监管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在行政监管方面

细化各部门问责机制。为此，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七条规定“食品行业

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分别规

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政府部门依法做好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新闻媒体应当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

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

为”。未来，我国要将食品安全实行更加严格的食品安全官员问责制，

坚持推行“谁监管，谁负责；谁失职，谁受罚”的原则，实现对食品

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立体问责体系。同时，要鼓励各食品生

产企业和从业人员牢固树立职业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为老百姓提供

安全健康的食品。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特别是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

织以及大众传媒的作用，建立健全重奖举报制度，强化舆论监督和社

会公众监督，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保障食品安全既要抓源头治理，又要解决好分段监管中的衔接问

题，减少监管交叉，防止空白和盲点，做好全程全时“无缝”监管，



实现源头治理与分段衔接相结合。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第六条规

定了食品安全的分段监管原则。但在实际中，由于食品从田头到餐桌，

食品安全的战线很长，涉及面和地域很广，涉及点和监管环节多，食

品监管存在多种问题:一是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出在源头污染和初

加工环节污染；二是现存的分段监管方式存在着部门监管职责不明

确，相互推诿，监管末端缺位，部分环节监管缺失，监管体制不顺，

过度管理和管理不足并存，监测资源和力量分散，缺乏合力等问题。

因此，有关部门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食品生产经营的源头管理和治

理，制定完善的食品生产经营标准、推动农畜水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加强市场准入前的检测防控、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从源头上彻底消

除隐患。另一方面，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行政监管机构多头各

自为政的格局，改变六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治不好“一种

油”(地沟油)的局面，目前国家全力规化并整合资源。要合理科学的

分配不同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角色和责任，加强各部门在技

术、标准、信息、规则、行动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协同，既减少监管交

叉，消除监管空档，又规范监管执法，防止“以罚代法”，推动监管

合力的形成。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总责,企业

是第一责任人,监管部门各负其责,因此,应对措施需要多管齐下。企

业要给现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行一厂一策；地方政府实行农产品、

食品化学投入品的区域化管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监管部门要组织

建立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识别交流平台,对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进行预警,内行介入,主动研究,及时披露,动态监控；此外,应加快

诚信体系建设,强化食品行业自律和管理功能。 

HACCP体系能确保食品安全达到了防止偶然污染食品的层面。

HACCP体系有效实施，能确保食品安全的基础是无人为的蓄意污染。

HACCP体系着眼于食品在加工和储藏过程中，在生物、化学和物理危

害的影响下受到的偶然的污染。 

我国的食品加工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在食品监管体系的建立方

面严重不足，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要保证食品的安全与质量必须注重

HACCP完善。在食品安全体系中，管理机构还应实施各种风险管理。

在相关“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的法规中，食品安全管

理机构规定了总体要求，指导行业采用规定的准则来制订详细的步

骤，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 HACCP计划。HACCP体系是一个风险管理工

具，因为 HACCP体系能使实施者合理地识别将要发生的危害并制订一

套全面有效的计划来防止或控制这些危害。 

HACCP的应用，强化了食品的安全保障。将食品安全管理延伸到

食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原有的产品终端检验变成全程控制，强化

了食品生产者在食品安全体系中的作用。HACCP在食品安全体系中起

着核心作用。HACCP是预防性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对所有潜在的生

物的、物理的、化学的危害进行分析。确定预防措施，重在防止危害

发生，同时，HACCP并不是一个零风险的体系，采用现有的科学技术

和最经济的手段尽量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风险。我国很多的出口食品

加工企业已经或正在进入了 HACCP体系监管的行列。 



目前南京市出口食品企业安全形势如何，水平怎么样？当前和未

来面临什么样的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南京地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在日常管理

中发现的 60个不符合项，从对南京地区 16家接受检查的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统计，共开出 60个不符合项，最多的 13个，最少有为 1个，，

平均 3.8个。 

 类别 数量 
百分

比(%) 

不符合项

目类型 

(按类别填写不

符合项目数量) 

SSOP 10 16% 

HACCP 6 10% 

卫生质量

体系 
24 40% 

设备、设施 16 26% 

产品 3 5% 

监控计划 1 1% 

 合计 60 100% 

经我们分析如下： 

卫生质量体系 40%和设备设施方面 26%的不符合项目，两者相加

达 66%，占不符合总数有 2/3，产生这些问题根源主要在企业的高层，

请出口食品企业一定要高度重视。 

SSOP卫生标准操作程序占有 16%，约为不符合总数的 1/6，产生

这些问题主要在企业的中层，请不要忽视。 



HACCP（10%）、产品（5%）、监控计划（1%）三者约为不符合总

数的 1/6，产生这些问题主要在企业的质量管理层。 

目前对南京地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未有一家食品建立食品防护

体系（4年前总局已经要各地推广），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应向食品

HACCP体系和食品防护发展。 

如何监督企业持续保持 HACCP计划的有效性？我们认为 

一、是帮助企业建立食品 HACCP计划 

企业应高度重视食品 HACCP计划，实现主动参与企业必须充分认

识到制定食品 HACCP计划是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充分调

动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把被动应付变为主动应对。制定符合企业实际

的食品 HACCP计划，为计划的建立和保持提供充分的人力、财力资源

和必要条件。就食品 HACCP计划评估内容，企业应根据不同产品、不

同工厂自身特点的进行风险评估，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切合实际的、

具体化的食品 HACCP计划，避免生搬硬套，缺乏管理重点，使食品

HACCP计划具有较高的符合性和可操作性。食品 HACCP计划是一个结

构完整的管理体系，需要企业的全体员工参与，企业要加强与有关部

门的交流合作,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让员工从主观心理接受、

行动上很好实施食品 HACCP计划工作，确保计划的正常运作。企业应

不断评价其 HACCP计划在实施中的缺陷，以确定体系改进的需求。必

要时，至少每年一次或当生产工艺有所改变的时候，对食品 HACCP

计划进行审核并修改，以提高食品安全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二、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取得备案资格，



方可报检。 

各地认证监管部门都在不断完善对出口食品加工企业的监管方

式，但仍有许多企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曾戏称：企业申请备

案时如同待嫁新娘，以最好最美的形象示人，而取得了备案资质之后

就不再有往日的风采，无法持续保持备案时建立的食品安全保障体

系。我国目前的食品加工企业很多并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建立 HACCP, 

根据总局 20号令的规定，出口的罐头类、水产品类、肉及肉制品、

速冻蔬菜、果蔬汁和含肉或水产品的速冻方便食品等 7类产品，应建

立 HACCP质量管理体系，但全国的食品加工企业并没有广泛应用

HACCP的管理体系，“食品 HACCP计划”的推广、落实更加不容乐观，

任务更艰巨。 

三、对出口食品的监管做到全过程管理 

通过加强对出口食品企业的全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并指出企业存

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要求，不断完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管理，严

格按照卫生规范组织生产，督促企业切实担负起出口食品质量安全责

任。不断完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完善主动召回制度，通过标识，实

现从成品到源头每一个环节的追溯，迅速查找到不合格产品的源头与

去向。做到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产品可召回。 

总之，按照质检总局“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的方

针和认证认可“完善制度、凸显作用”的工作要求，为帮助指导我国

食品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意识，树立预防

为主、过程管理的理念，探讨和解决在 HACCP体系建立、实施、验证



与认证等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应用与认证研讨之任务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