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黑龙江企业现状浅谈

采信HACCP 认证结果等

级化管理 

摘 要：在检验检疫系统对出口食品企业的监管中，如果合理有效的采信第三方的认证结果，有助于转

变政府职能，节约监管时间，降低企业的监管成本，充分发挥认证监管在服务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就黑龙江出口食品企业的现状，结合HACCP 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对黑龙江采信HACCP 

认证企业等级化管理进行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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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CCP 在我国法律法规中的应用 

我国于上个世纪80 年代开始引入HACCP 的理念，90 年代初针对出口食品出现的安全问题开展了“出口

食品安全工程的研究”，在出口冻鸡肉、猪肉、冻烤鳗、冻虾仁、芦笋罐头、蜂蜜、柑橘和花生等九种商品

中采用HACCP 原理进行了安全控制的研究。从1984 年至今，原国家商检局陆续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文件，

针对出口食品生产和储存企业实施强制性的卫生管理。1994 年11 月，原国家商检局发布了《出口食品厂、

库卫生要求》， 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出口畜禽肉及其制品加工企业注册卫生规范》等9 个卫生注册规范。

这些强制性实施的卫生要求和规范构成成了中国出口食品的GMP，这些法规性的要求和规范是与CAC/WHO 的

主要卫生规范或美国21CFR-110( 食品企业良好操作规范) 规定基本是一致的。 

2002 年4 月19 日，质检总局发布了第20 号令《中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附

件1 规定了实施出口食品卫生注册的20 类食品目录，要求20 类以外的出口食品实现登记管理。附件3 卫

生注册需评审HACCP 体系的产品目录，第一次强制要求6 类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和实施HACCP 管理体系，

将HACCP 管理体系列为出口食品法规的一部分。  

2002 年3 月20 日，国家认监委发布《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管理体系认证管

理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了HACCP 认证，并且明确了官方验证和第三方认证的区别。这为规范

我国正在发展的HACCP 认证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目前，对美国、欧盟出口水产品、肉类和果蔬汁企业都

建立并运行了HACCP 管理体系，满足了国外法规要求，使我国相关产品顺利出口。 

2009 年我国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中明确提出：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

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将HACCP 上升到我国食品基本法律中。  

2011 年10 月1 日起实施的质检总局第142 号令《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管理规定》，将原来的质检总局



2002 年20 号令中强制要求建立和实施HACCP 管理体系的6 类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增加到了7 类，其中增加

了乳及乳制品类企业。 

2 出口备案采信第三方认证结果的可行性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第142 号令《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中提出了采信第三方认证

结论的思路: “经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确认，有效的第三方认证等符合性评定结果可以被采用”。 

当前，对出口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作基本上是由检验检疫部门进行日常监管，为完成这项工作，检验检疫系

统配备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由于企业数量众多，监管涉及的专业类型繁杂，在专业人员配备上很难做到

全面。而规范的和大型的认证机构一般都聘用较多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审核人员，这些人员应具备丰富的

审核经验，熟悉认证标准要求，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经过CCAA 注册，有认证机构对他们的审核行为进

行管理和评价，接受国家认监委的行政管理。这些人员与行政监管进行结合，可以与从事行政监管的行政

人员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做到资源共项，有效发挥认证机构人员辅助行政人员进行监管的作用。 

采信工作可以促进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在更广泛的食品企业内推进，缩短了出口食品备案

时间，提高了效率，为企业节约了成本。作为检验检疫机关，尝试了整合社会力量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为弥补行政管理资源不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和视角。 

3 结合黑龙江出口企业现状，探讨采信HACCP 认证结果等级化管理的实施 

目前，黑龙江省共有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所三百余家，其中需验证HACCP 体系的约60 家企业，其中以

肉及肉制品类、乳及乳制品类企业为主。非强制性实施HACCP 体系的企业自愿通过ISO22000 认证的企

业数量多于通过HACCP 认证的企业。黑龙江出口食品企业主要为粮食粗加工的小型企业， 企业规模化程

度及自动化程度较低，在硬件条件及人员管理方面明显低于高风险的企业。 

采信等级化管理的基本宗旨是：结合地域企业总体状况及管理水平，在企业建立诚信体系的基础上，

根据企业的风险程度以及生产条件对HACCP 认证企业建立采信等级化管理制度。 

3.1 开展采信及等级化管理的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认证的益处以及认证后采信的便利，推动更

多的企业通过认证提高管理水平。 

3.2 根据地域情况，选取试点地区，在试点区域内，结合企业以往监管情况和产品出口情况、HACCP 体

系执行情况， 组成评定小组进行采信可行性评估和等级划分，在试点基础上，逐渐扩大到全省范围；  

3.3 将采信监管与备案督察相结合。对采信企业实施定期、不定期动态监管，根据监管结果，时时调整等

级层次。增加降低等级企业的监管频次，对降级企业所在检验检疫机构在绩效考核上予以降分，对升级企

业所在检验检疫机构在绩效考核上提高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