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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 GB/T22000 中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 

赵炜 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摘要: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国已经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 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任一组织的要求》转化为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推广和应用

GB/T22000标准对于控制和管理食品安全危害，确保食品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本文对食品生产企业按 GB/T22000标准要求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过程

中对 8.4.2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的理解和实施做了初步的探讨，并提出了有效实

施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GB/T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单项验证结果 评价  

近年来，由疯牛病、苏丹红、禽流感等引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

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食品安全问题

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阻碍着全球食品贸易的发展，并发展成为

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为了确保本国的食品安全，己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要求出口国食品企业开展基于 HACCP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为

了在世界范围内确保安全食品的供应，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 2005

年 9 月 1日颁布了 ISO 22000: 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任一

组织的要求》。我国已经将该标准转化为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并于 2006 年 7 月 1日起实施。

新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对于推动我国食品行业与国际惯例接轨，

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对食品安全危害进行控制和管理，确保

食品的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标准包括 8 个方面的内容，即: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2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管理职责、资源管理、安全产品的策划和实现、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确认、验证与改进。 

本标准结构与 IS0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相协调。

标准整合了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原理和国际食品法典委

员会(CAC)制定实施步骤，并明确提出与必要的前提方案等控制措施

形成有效组合。 

GB/T22000 既可以作为审核标准又可以用于企业的内部审核和

自我声明，还可以用于第三方认证，适用于“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

品链中，任何方面和各种规模并希望通过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以稳

定提供安全产品的所有组织，兼顾了小型和（或）欠发达组织。 

GB/T22000-2006 标准的条款 “8.4.2 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内容

如下： 

食品安全小组应系统的评价所策划的验证的每个结果。 

当验证证实不符合策划的安排时，组织应采取措施达到规定的要

求。该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评审以下的方面： 

a) 现有的程序和沟通的渠道； 

b) 危害分析的结论、已建立的操作性前提方案和 HACCP计划； 

c) 前提方案； 

d) 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活动的有效性。 

食品企业建立并运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组织建立的控制措施是

否按照策划的要求运行，运行的结果是否满足预期的要求都是要通过

验证活动来证明的。组织在实施具体的验证活动中，应该按照 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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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方法加以实施，首先组织应对验证的活动进行策划；其次，按

照策划的要求实施验证活动；第三，在具体实施验证活动后对每项验

证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第四，通过对于验证活动结果的分析来达到

对整个验证验证活动的不断改进，实现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更新和持

续改进。在具体实施验证活动后对每项验证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对

验证活动结果的分析是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

中各类组织的要求》标准中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很多组织在实施中的

难点。 

笔者从日常的认证审核的实践中总结食品企业在实施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标

准过程中对“8.4.2 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的理解和实施不到位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管理层重视程度不够 

领导的重视和参与是企业建立和有效实施管理体系的关键。作为

食品企业的管理者对体系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口头或潜意识上，没有落

实到行动上，由于领导重视和参与不够，导致整个组织的人员对体系

作用认识不足、学习并参与意识不浓，没有深入学习和实施体系，导

致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只是企业中领导安排的少数几个人的事，文件规

定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最终导致“两张皮”现象的存在。 

二、专业人员缺乏和培训不足，对标准的理解不够深入。 

目前食品企业由于受种植/养殖基地等条件的影响，大多位于乡

村或城郊，很难招到食品相关专业的高学历人员，普遍缺乏掌握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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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工程、食品检测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等知识的专业人员。

企业建立、保持和实施的管理体系所需的合格的内审员更是缺乏，目

前大多数企业的内审员仅接受过一次培训，缺乏必要的实践和考核，

很难对标准的要求有深入的了解。另外，许多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不能得到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知识系统的、有效的、经常性的培训。

许多企业的人员大多是在接受外部检查、评审、审核时通过与外部专

家的接触才接受到相关新的、正确的或更深理解方面的知识。外部培

训欠缺，内部培训也不到位，导致食品企业建立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缺乏符合性和适宜性。同时由于培训不足，参与意识不浓，人员不了

解文件要求等情况，导致实际操作偏离文件规定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实验室检测能力缺乏 

除了大型的食品企业外，许多小型企业实验室不健全，缺乏检测

设备和检测人员，不能进行日常检测工作。产品合格与否经常依赖于

官方的抽检或委托检验等情况，阻碍了体系日常监测工作的开展，从

而限制了验证活动正常有序的进行。 

四、文件规定与实际不符，难以执行文件的规定 

验证程序不能根据实际体现记录复核、设备校准、产品检验等内

容。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不按照验证程序的规定的时间或频率对记录进

行复核、设备校准、产品检验等情况。 

五、文件和记录的控制不符合要求 

文件和记录的控制不符合要求，经常存在文件未经批准就使用、

作废文件与现行文件并存易于混淆、找不到文件及记录、记录不按照



 5 

规定分类存档、不按照规定期限保存、没有规定记录保存期限等问题;

难以对生产加工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以便找出存在的问题。 

六、未真正做好法律法规的满足及收集工作 

企业未根据实际情况及行业、产品特点，识别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包括国家通用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IS022000

和 HACCP的有关标准、出口国和地区的法律法规等。也时常有未及

时更新的现象。 

对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理解、实施不到位的实例例如在工器具清

洗消毒程序实施效果的验证结果评价方面，未考虑如下因素： 

1. 未对现有管理程序中消毒液配制的浓度是否适当进行评价。 

2. 未根据采购的消毒剂的原液浓度的变化调整消毒液配制。 

3. 危害分析时没有识别消毒剂浓度会随季节的变化而有不同的

分解速度导致夏季和冬季有不同的消毒效果。 

4. 在岗人员未认识到消毒剂浓度对消毒效果的重要性。 

如何合理实施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

类组织的要求》标准中 “8.4.2 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条款，笔者认

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 

一、加强培训工作，透彻理解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

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标准，做好法律法规的满足及收集。 

企业应组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参加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知识系统

的、有效的、经常性的培训。加深对 GB/T22000-2006《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标准的理解。食品安全小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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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做好资料的收集和文件的编写工作，确保建立的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的文件与企业的实际相符合。同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以保证实

际操作不偏离文件的规定。 

二、确定合适的人员进行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 

进行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的人员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对实施验证

活动的人员的监督，因此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的人员应不同于实施验

证活动的人员。 

三、确定单项验证结果的评价包括的内容。 

针对每项验证策划内容的实施情况都应进行相应的评价活动，主

要包括： 

a) 危害分析输入持续更新的验证结果； 

b) 操作性前提方案和HACCP计划中的要素是否得到有效实施的

验证结果； 

c) 前提方案要素是否得到有效实施的验证结果； 

d) 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活动等相关管理程序是否得到有效的实  

施验证的结果。 

e) 确认所有的食品安全危害的水平是否低于确定的可接受水平

的检验活动。 

四、确定合适的单项验证结果评价的方法 

企业应结合自身的管理水平、食品安全风险的等级、人员能力状

况制定合适的单项验证结果评价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检查表、检验

法、抽样核实法等，确定的方法应保证评价的活动有效并且具有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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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 

五、形成单项验证结果评价的报告 

在实施单项验证结果评价时，对评价的结果应予以记录，形成单

项验证结果评价的报告，提交食品安全小组作为改进控制措施的依

据，提交给管理层作为管理评审的输入。 

验证是管理过程有效性的评估，是为了发现组织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改进的方向，所以日常的每个验证活动都不能只停留在验证活动本

身，而应对验证的每个结果进行系统的评价，特别是当出现不符合时，

要通过不符合的表面深入查找其产生不符合的深层原因。 

在具体实施验证活动后对每项验证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并对验

证活动结果的分析才能真正起到验证活动的作用，不断改进控制措施

的有效性，实现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更新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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