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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食品生产风险分级管理规范》起草说明（公

示征求意见版）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监管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的有

效监管模式，是有效提升监管资源利用率、强化监管效能、

促进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天津

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市场委）编制起草了《天

津市食品生产风险分级管理规范》，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

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监管是提高监管效率的有效手

段，其主要特点是在监管资源、监管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可

以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高低来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增强

监管的科学性、靶向性和有效性。建立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制

度，能够帮助监管部门通过量化细化各项指标，深入分析、

排查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并对监管视角和工作重心向一些

存在高风险的生产企业倾斜，增加监管频次和监管力度，督

促食品生产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过程控制，及早化解可能存

在的安全隐患；而对一些风险程度较低的企业，可以适当减

少监管资源的分配，从而最终达到合理分配资源，提高监管

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也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决策依据。

二、主要依据

《天津市食品生产风险分级管理规范》（以下简称为《规

范》）的起草依据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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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

简称《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

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3 号）（以下简称《检

查管理办法》）、《总局关于印发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6〕115 号）（以

下简称《总局分级办法》）。

《食品安全法》明确了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风险管理的原

则，该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

全状况等，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实施风险分

级管理。

《检查管理办法》规定了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实施风

险管理，第十一条规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市、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根据食

品类别、企业规模、管理水平、食品安全状况、信用档案记

录等因素，编制年度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实施食品安全风险

管理。

三、起草过程

市市场委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印发《天津市食品生产

企业风险分级管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试行）》），

并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经过近五年的良好运行，监

管科学有效，监管资源分配日趋合理，切实提高了食品生产

安全监管效能和水平。

随着《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进行修订（国家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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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且《规范（试行）》五年

期满将近，2021 年市市场委起草编制本《规范》。

四、《规范》的主要内容

目前《规范》共 5 章 31 条。第一章总则共 6 条，主要

规定了编制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职责范围、工作原则等。

第二章风险分级共 3 条，主要规定了主要规定了食品生产企

业的风险分级方法、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控制水平的评价、风

险等级的划分等等。第三章程序规定共 12 条，重点提出了

风险等级评定程序要求、风险等级的调整、新开办企业风险

等级确定等内容。第四章监管要求共 6 条，主要规定了年度

监督检查频次、统计分析、监管资源配置、风险分级结果公

布等内容。第五章附则共 4 条，主要规定了调整范围、解释

和实施日期等内容。

五、重点说明的几点问题

（一）风险等级划分

结合当前本市食品生产企业监管工作实际，参照《规范

（试行）》的有效运行，经反复讨论研究，将食品生产企业

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划分为 A 级风险、B 级风险、C 级风险、D

级风险四个等级。风险分值越高，风险等级越高。风险分值

为 0-30（含）分的，为 A 级风险；风险分值为 30-45（含）

分的，为 B 级风险；风险分值为 45-60（含）分的，为 C 级

风险；风险分值为 60 分以上的，为 D 级风险。四个等级与

国家总局规定相一致。

（二）静态和动态风险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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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生产者风险分值为静态风险分值和动态风险分

值之和。

2、在《食品生产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表》中增加了

企业规模分值和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结果分值。

3、为了便于基层监管人员开展监管工作，《规范》中对

企业动态风险的评估采用了监督检查的表格，并进行了量

化。在内容与形式上与食品生产监督检查制度形成有效衔

接。依据《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等内容，制

定了《食品生产动态风险因素量化风险分值表》。

4、在《食品生产企业动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表》中增

加了“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证后审查、飞行检查结果分

值。

（三）监管周期和频次

随着食品生产许可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企

业事中事后监管尤为重要。因此，参考《总局分级办法》，

结合当前本市食品生产企业监管工作实际，经过反复讨论研

究，将监管周期和频次规定为：对风险等级为 A 级风险的食

品生产企业，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 次；对风险等级为

B 级风险的食品生产企业，原则上每四个月至少监督检查 1

次；对风险等级为 C 级风险的食品生产企业，原则上每三个

月至少监督检查 1 次；对风险等级为 D 级风险的食品生产企

业，原则上每二个月至少监督检查 1 次。便于基层监管人员

实际操作。

（五）关于将“获得良好生产规范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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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等体系认证、获得天津市区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奖、建

立食品安全信息化追溯体系、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作

为加分项的说明

多年来，在对获得良好生产规范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

点体系认证企业监管中，发现其存在不能持续保持获证条

件，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情形，存在食品安全风

险。

《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

程追溯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建立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

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为推动企业建立信息化追溯体系，切实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因此，将“获得良好生产规范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等体系认证、获得天津市区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奖、建立食

品安全信息化追溯体系、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作为加

分项。

（六）关于增加直接上调为 D 级条款的说明

1、《规范》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用非食品原料

生产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

品的。是《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禁止性条款。



6

2、《规范》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一年内在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中发现有 2 次及以上问题的。在日

常监管中，连续抽检存在问题，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风险，必

须加强监管。

3、《规范》第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食品生产许可

现场核查提出的整改项目尚未整改或整改不符合的。随着食

品生产许可制度的改革，对于申请食品生产许可通过现场核

查，但存在整改项的企业，先作出准予生产许可的决定。企

业在 1 个月内对现场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

结果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报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许

可后 3 个月内对获证企业开展一次监督检查。对已进行现场

核查的企业，重点检查现场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已进行整

改。整改项目尚未整改或整改不符合的企业存在食品安全风

险，必须加强监管。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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