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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HACCP 体系是一种预防性控制体系。近年来我国很多食品生产企业建立了 

HACCP 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食品的安全性尤其是出口食品安全性有了较大提高；但

是我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小、财力有限，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配

备不足，对法规标准的了解有限。本文通过对中小食品生产企业 HACCP 体系运行中存在

的问题的分析，提出改进 HACCP 体系运行有效性的措施，以提高中小食品生产企业产品

的质量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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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中小食品企业应用 HACCP体系的现状 

    1、基于利益的原因，企业管理层对食品安全的认识不足。近年来食品生产企业发展迅

速，在生存竞争和利益诱惑下，部分企业莫视食品安全。劣质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包装材料、

非食品级的化学品等的使用导致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菜农将自己吃的和用于销售的蔬菜分别

用药，加工食品的不敢吃自己生产的产品等。总结以往发生的食品不安全事件，主要是生产

者以利润为导向，忽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公众利益，没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所致。 

如湖北宜昌“毒生姜”事件、辽宁沈阳毒豆芽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以及最近席卷全国的

地沟油事件、鸡肉事件、台湾的毒淀粉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导致食品信用体系发生了危

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难以树立信心。 

    2、法规标准不健全，监管不到位。 

食品生产者经营者获取法律法规的途径繁杂，《食品安全法》中向生产经营者免费提供食品

法规标准的要求不能落实。企业要获取新的法律法规必须到政府有关部门去花钱购买，中小

企业规模小，财力有限，人力资源配备不足，获取相应法规标准存在种种困难，对法规标准

的了解尤其有限。中小企业在食品链中分布广，对食品安全尤其是原辅材料供应方面起着具

足轻重的作用，无知和冒险是许多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起源。 

    3、对 HACCP体系在保证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美国、欧盟等世界发达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本国和进驻到本国的外国企业强制执行

HACCP体系。我国从 20世纪 80年代就开始对 HACCP体系进行研究、应用，但目前国内

食品企业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的比例仍然比较低。出口食品企业成为实施 HACCP体系认

证的主体，原因主要有以下 3 点：进口国或用户要求必须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的要求是

出口食品企业实施 HACCP体系的主要原因；国外监管机构和客户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检查和

高额索赔使低质产品很难蒙混过关；检验检疫机构严格的日常监管。相比较而言，内销型企

业的认证积极性低，国内市场监管不到位、企业退出机制不健全，食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对

于 HACCP 体系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确保产品质量、降低危害风险等方面的科学性与重要

作用认识不足，实施 HACCP体系的积极性不高。 

    4、HACCP体系是建立在 GMP、包括 SSOP在内的前提计划的基础上的。中小食品企

业通常欠缺好的卫生习惯及必要的生产条件，如工厂的布局，结构不合理，设备陈旧。另外，

中小食品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及培训欠缺，缺乏必要的检测条件，许多前提计划如人员培训、

产品追溯、应急管理、采购管理等不能实现。一些企业只考虑 HACCP 认证证书所带来的

商业效益，而不从管理上真正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管理人员对 HACCP 体系的基础知

识缺乏，不能真正的运行 HACCP 体系，违背了 HACCP 体系认证的真正目的，对企业无

益，食品安全也得不到保证。 

二、提高中小食品生产企业 HACCP 体系运行有效性的建议 

    1、完善立法和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宣传，提高中小食品企业的责任意识是 HACCP 体



系有效运行的基础。按照《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要求，打造一种无缝监督的管

理体制，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层次分明的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为追究食品安全责任和补偿

食安全问题受害当事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完善立法的同时明确执法机构的责任，坚持

常态执法，避免平时管理不善，事故后兴师动众亡羊补牢的的做法，让执法机构与食品生产

企业脱离利益联系，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食品安全违法的成本，坚持重典治乱，

增加违法者的痛感，通过惩罚性的赔偿和严厉的刑事处罚促使生产者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

建立企业诚信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塑造一个诚信的企业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食品安全

的产生。诚信建设，说到底就是法制建设，诚实信用，是传统美德的法律化。食品安全的管

理，不仅需对生产者、监管者、销售者等多个主体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立法跟进，也需要引入

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监管，重视行业协会在制定法规标准以及规范行业自律方面的

作用，特别重视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的职能，对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压力。政府的能力是

有限的，政府应欢迎和提倡社会力量介入食品安全的管理，并做相关的制度设计。 

    2、加强政府引导，提高中小型食品企业对 HACCP的认识,实施 HACCP 所需的费用对

中小食品企业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挑战，需要政府财政补贴，目前政府已制订了财政补贴政策，

各有关方应协调配合以确保中小食品企业可顺利获得财政补贴。通过财政补贴提高 HACCP 

体系的运行效率对确保食品安全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发生事故后产生的各项费用财政补贴要

低得多，近期发生的鸡肉事件对养殖户、加工厂、销售带来的经济损失每日数十亿元，对经

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破坏。对法规标准的无知是中小企业 HACCP 体系运行有效性影响巨大

的因素，政府应设立适当的机构负责中小企业甚至个体商贩在法律法规方面的指导，把法规

标准送到经营者手上而不是需要经营者寻找购买法规标准，为中小食品生产企业守法生产经

营提供条件，而这些工作应在中小食品生产企业开始经营前即开始，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过程。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HACCP 体系的实施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

需要全员的配合和支持，因此应该强化企业人员的培训。培训可以采用灵活的方法分层次培

训，对管理层、基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在培训内容上分别有所侧重从而使各层次员工真正

理解企业建立 HACCP 的益处和重要性，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都应该在这方面为企业

提供便利。中小食品企业通过成立协会分享经验以及相互学习；人员、设备设施等的相互交

流和利用可以有效降低中小食品企业 HACCP 体系运行的成本并提高其运行效果。 

3、标准是统一的，实施的途径却是千变万化的。 

    HACCP 体系作为一种管理体系，不同的食品行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生产检测条件、

不同的销售区域都会使控制过程发生变化。中小食品企业运行 HACCP 体系时应从自身现

实出发，做出企业自己的改造措施，不能拘泥于已有的范本，根据现有条件建立企业自身的 

HACCP 体系并运行，通过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纠正措施、验证等活动不断总结体系运行

的经验，还可以结合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不断提高 HACCP 体系运行的效果，确保产品的

质量安全。 

三、结束语 

    通过健全的法规体系使中小企业回归以消费者安全为基础的经营理念，通过政府、监管

部门及协会等的协助使中小食品企业建立适宜有效的 HACCP 体系，生产出安全放心的食

品，提升消费者信心，让消费者吃上放心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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