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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中的雌激素可能为前列腺癌发生的诱因之

一[4 ] 。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实牛奶中的雌性激素对

人体健康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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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 A 级单位评定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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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推进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方法 　分析量化分级管理 A 级单位评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结果　部分企业申报积极性不高 ,申报资料无统一标准 ,基层卫生监督机构初审把关不严、监督员指导不到位 ,评

分表分类不细。结论 　要做好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工作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量化分级管理氛围 ,严格地市级初

审 ,制定统一申报资料标准 ,加大基层卫生监督员和企业卫生管理员培训力度 ,修改量化分级管理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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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advance the quantitative graded administration of restaurants. Method　The evaluation data of grade

A unit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staurants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ere revealed. A number of

restaurants took a passive attitude to apply for grade A evaluation. The required materials of applying for grade A unit lacked an

unified standard. Some basic sanitary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evaluation did not check on the first examination strictly. The

restaurants did not get enough instruction from the sanitary supervisors. The scoring chart for the evaluation was not designed in

enough detail. Conclusion 　There are needs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paganda of the quantitative graded anministration aming the

staff of restaurants , conducting the first examination strictly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 formulating unified standard of application

material , enhancing the training of basic sanitary supervisors and managers and revising the scoring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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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国务院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确立的目标 ,

营造一个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卫生部在 2002 年 4

月下发了《卫生部关于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

管理制度的通知》,组织制定了《食品卫生监督量化

分级指南》[1 ] 。并在广东、上海等部分省、市进行试

点基础上 ,于 2003 年 9 月下发了《卫生部关于全面

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通知》确立

在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全面实施量化分级管理

制度。

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在监督执法工作中

实施已有 4 年的时间。笔者应邀参加了山东省多个

地市的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 A 级单位的评定工

作。现就其评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1 　主要问题

111 　企业申报积极性不高 　部分餐饮企业领导不

重视 ,认为达到食品卫生信誉度 B 级或 C 级 ,符合

发证的基本要求就可以了 ,申报食品卫生量化分级

管理 A 级评定还要经过多次检查整改 ,调整布局 ,

进一步完善基础卫生设施 ,给企业增加资金、人力、

物力投入 ,短期内不会明显提高经济效益。有的单

位领导认为通过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 A 级评定

要应付各种参观、检查 ,给企业增加了各种负担 ,因

此准备不全 ,申报积极性不高。

112 　申报资料无统一标准 　餐饮业食品卫生

量化分级管理评分表的卫生管理环节 ,需要提交 15

项左右的卫生管理制度和 10 项左右的岗位责任制 ,

需要提交书面的食品卫生管理机构和卫生管理员设

置情况 ;需要提交从业人员的有效健康证明和卫生

知识培训合格证明复印件 ;在食品储存环节需要提

交被采购单位的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和被采购食品的

检验合格证明。

由于目前还没有出台申请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

理 A 级单位评定应提交的规范性材料 ,所以各地在

要求提交的材料种类方面有较大的差异。

113 　基层卫生监督机构把关不严 　餐饮业卫生许

可审查量化评分表[2 ]涉及关键监督项目 26 条 ,餐饮

业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3 ]涉及关键监督项目

5 条。关键监督项目有一项不符合要求 ,就评为差。

评审条件虽严 ,但基层卫生监督机构把关不严 ,分析

其原因 :一是个别基层卫生监督机构认为别的地市

通过初审的单位数量较多 ,而自己地市如把关太严 ,

则通过初审的单位数量较少 ,面子上不好看 ,对领导

也不好交代 ,因此存在盲目攀比现象。二是餐饮单

位有很高的申报积极性 ,但基础卫生设施离“A 级单

位”有一定差距 ,基层卫生监督机构为不打击申报单

位的积极性 ,人为的让这样的单位通过初审。

对食品卫生 A 级信誉度单位初审把关不严的

常见问题有 :厨餐比达不到大于或等于 1 比 2 的要

求 ;有的凉菜间或备餐间内没有洗手消毒设施 ,有的

没有空气消毒设施或消毒设施不能正常使用 ;有的

没配空调 (或降温设施) ;有的单位食品库房内存有

过期食品等关键监督项目不符合要求。有的单位灶

房与卫生间对门 ;有的餐具放在电子消毒柜里面消

毒 ,后面及附近却没有电源可以利用 ;有的没有足够

的餐具消毒和保洁设施 ;有的存在明显的布局不合

理 ,离 B 级的要求尚有差距。

114 　基层卫生监督员指导不到位 　基层卫生监督

员参加专业培训的机会较少 ,对卫生标准操作程序

(SSO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 HACCP) 等国际先

进的管理理念知之甚少 ,业务能力不足 ,不能正确地

理解餐饮业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标准。由于不同

单位存在的问题有较大的差异 ,增加了指导难度 ,检

查发现部分企业没有完全按照原料、半成品、成品的

加工顺序予以布局 ,没有完全做到由清洁区向非清

洁区过渡 ;有的餐饮企业将主食仓库设在厨房的最

里面 ,蒸汽湿度大 ,不易通风 ,这与业务能力不足 ,监

督指导不到位有一定关系。

115 　信誉度对声誉的影响 　餐饮企业通过食品卫

生信誉度 A 级评定以后 ,经过媒体宣传 ,对企业来

说扩大了社会知名度、提升了社会声誉。而卫生行

政部门为企业授牌 ,等于把自己的信用与企业放在

一起[4 ] 。由于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侧重于

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即“软件”,因此可变性大 ,如

授牌信誉度较高的企业由于管理不善 ,加工过程不

符合卫生要求 ,造成食品污染事故或食物中毒发生 ,

则直接影响卫生行政部门的声誉。

116 　评分表分类不细 　评分表分类不细[4 - 7 ] ,餐饮

业大小、规模不同 ,加工经营种类不同 (如 :西式快

餐、中式火锅等) ,按卫生许可量化评分表的要求合

理缺项较多 ,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卫生状况。而餐

饮业经常性量化评分表中“烹调后至食用前存放超

过 2 h 的食物 ,存放条件不当”、“隔夜隔餐熟制品食

用前未充分加热”等在即时检查时可操作性不强 ,很

难衡量[5 ] ;另外 ,两种量化评分表都没有涉及面食加

工间的卫生要求 ,属于漏项。

2 　建议

211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量化分级管理氛围 　举办

培训班、企业现场培训、讨论会等 ,加强对企业主管

领导和卫生管理人员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有

关知识的培训 ,使企业了解量化分级管理的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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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加强企业自律。通过学习与培训 , 提高企业负

责人对实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重要

性及必要性的认识。

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度、

广范围的宣传 ,把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具体要求告知餐饮单位和广大就餐消费人员 ;

另一方面要公示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信息 ,通过宣

传好的、信誉度高的单位 ,引导人群选择消费。同时

对不积极参与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和卫生条件差

的单位予以曝光 ,通过宣传为此项制度的全面实施

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12 　制定统一申报资料标准 　为改变目前申报资

料无统一标准要求的现象 ,建议制定“申请食品卫生

量化分级管理 A 级信誉度单位评定应提交申报材

料标准”,规定申报资料除了要有食品卫生管理制

度、岗位责任制、食品卫生管理机构、卫生管理员设

置情况、从业人员的有效健康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

合格证明复印件、被采购单位的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和被采购食品的检验合格证明、卫生监督机构的卫

生许可量化得分和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得分之外 ,

还要提交拟申报“A 级单位”食品卫生许可证复印

件 ,厨房平面布局图 (图上要标注各功能分区及面

积) 、加工经营场所总面积、食品处理区与就餐场所

面积比、每餐最大就餐人数、企业年度食品卫生培训

计划 (已实施的培训记录)等 ,与《餐饮业和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卫生规范》要求相对应。

213 　严格地市级初审 　由于组织量化分级管理 A

级单位评定工作 ,需要地市级卫生监督机构抽调专

业技术人员 ,如地市级初审把关不严 ,初评通过的单

位数量就多 ,则需要抽调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就多 ,

这样既给 A 级单位评审增加了工作量 ,又造成人

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因此应按“食品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指南”及评分表的要求 ,严格做好地市级

初审工作。

214 　加大培训力度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制度专业性很强且被量化单位存在问题多 ,这就要

求监督人员首先要认真学习 ,掌握量化标准 ,提高业

务水平 ,对被量化单位进行耐心细致工作 ,并根据具

体情况给予具体指导。由于部分基层卫生监督员是

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基础差 ,工作任务重 ,参加学

习的机会少 ,业务能力不足 ,对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指

导不到位 ,因此 ,要加强基层卫生监督员培训工作。

加强对企业食品卫生管理员的培训工作 ,加强

对食品卫生管理员食品卫生知识、食品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要求的培训 ,提高企业自律的能力 ,实行

科学监管。

215 　修改量化分级管理评分表 　按类别、规模修改

量化分级管理评分表[4 - 7 ]
,使大、中、小型餐饮企业、

单品种加工 (如加工面食 ,蒸馒头) 、西式快餐、中式

火锅等都有操作性强的量化分级管理评分表 ,以避

免“以偏盖全”。

根据《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细化 ,如在卫生许可量化评分表

“流程布局”一项中 ,增加“成品通道与原料通道、餐

具回收通道分开设置”、“距离加工经营场所 25 m 范

围内不得圈养、宰杀活的禽畜类动物”,在“粗加工操

作场所”一项中增加“粗加工操作场所应室内设置”,

在“专间要求”一项中增加“生食海产品加工间”的卫

生要求。在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加工过程

一般卫生要求”中增加“不得将回收后的食品 (包括

辅料)经烹调加工后再次供应”,“不得在专间内从事

与加工无关的活动”,对量化表中的具体项目和分值

做适当调整 ,以增加其可操作性。强化卫生许可量

化评分表的硬件要求 ,即设备设施和卫生条件。强

化日常监督量化评分表的软件要求 ,即管理和行为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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