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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国内外食品安全法规标准跟踪评价方法研究与发展对策探讨

任雪琼!田静!樊永祥!丁颢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 #&!’ 年 !& 月正式实施!第三十二条对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

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和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何及时掌握标准执行

的情况和实施的效果!不仅是标准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各项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 本文通过分析国外

开展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影响评估方法!为我国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方法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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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健全和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的完善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社会和谐稳定
和国民经济发展+ 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规范(
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
系"系统评价标准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和各项技
术要求的科学性(适用性(可行性"掌握标准对降
低行政成本(减轻监管负担(改进食品生产工艺(
促进食品产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保障公众
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修订
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研究分析了国际上开展食品
安全法规(标准影响的评价方法"为我国探索食品
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法和机制提供思路和
参考+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与法规影响评估的概念
和起源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与法规影响评估的
概念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规范- #试行$ )!*

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是对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标准实施情况并进
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标准实施和修订相关建议的过
程+ 此外还规定了跟踪评价工作内容(工作原则(
工作方法(工作程序等+ ,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二
条",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规范- )1*第四(五(六条",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规范- )1*第
二(四(五(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
十三条对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内容及各有
关部门承担跟踪评价工作的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际上"教育(卫生(环境(城市建设(食品安全
等领域分别探究了法规影响评估和评价的相关概
念 和 意 义+ 法 规 影 响 评 估 # USAMN>T?UO=W]>8T
>PPSPPWS@T?U=W]>8T>PPSPPWS@T"简称 /;0或 ;0$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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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依据政策标准对规制提议可能产生的积极和
消极影响进行强制性(一致性的经济分析"以评估
其经济可取性 )’* + 法规影响评估是一项政策工具"

为政策和管理决策提供指导"为政策公开(公众参
与等提供服务性意见 )%* + 法规影响评估的主要目
的是提高法规制定者对法规实际影响(成本和收益
的了解"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目标需求"提高法规
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公信力+ 从世界经济合作及发
展组织 #DUA>@=_>T=?@ 9?UG8?@?W=8H?2?]SU>T=?@ >@Q
:S[SN?]WS@T"DGH:$中一些国家开展法规影响评估
的经验来看"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
效益和效率"更有利于解决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行
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解决贸易争端问题等+
!)#"法规影响评估的起源

!54& 年以后"美国福特和卡特政府开展的通货
膨胀法规影响评价是法规影响评估的最早尝试 )4* +

法规影响评估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 世纪
3& 年代"美国国会和议会启动了通过成本2效益分
析来评估已发布的政策执行情况的工作"通过该项
评估工作提升各项法律(法规的效率(效果和透明
度 )’* + !53# 年"美国总统里根颁布行政法令"要求
联邦机构对将要颁布的新法规进行法规影响评价
#成本2效益分析$验证 )3* "该项行政法令在布什和
克林顿当政时进行了修订和更新+ !55- 年"美国国
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要求联邦机构依
据定量绩效指标来审议和判定相关法规项目+ 美
国农业部于 !55’ 年设立了法规评价和成本2效益分
析办公室"专门承担此项工作 )5* + 此后"英国(欧盟
等纷纷开展法规影响评估制度的探索工作+ #&&#
年"欧盟要求其盟国的政府对所有主要的政策措施
提供法规影响评估结果"几乎欧盟所有成员国进入
法规影响评估制度化运作阶段 )!&* + !53& 年"DGH:

只有一两个国家运用法规影响评估"从 !55’ 年起
DGH:所有成员国政府同意利用法规影响评估来提
高新法规的质量"目前已经有 -& 多个国家采用法规
影响评估 )!&* +
!)-"跟踪评价与法规影响评估的应用领域

国际上与跟踪评价相关的法规影响评估有多重
形式主要用于评价政府的政策和法规"有的评价经济
影响"有的评价管理和文案负担影响"有的则基于社
会福利理论利用成本2收益分析的方法进行评价"有
的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来判定法规对于环境质量的潜
在影响"有的评价法规(标准对于国家级下属政府部
门或组织(小型企业或国际贸易的影响"有的评价法
规对于就业情况的影响等+ 除此之外"在一项法规制
定的过程中"解决某些观点冲突问题时"利用法规影

响评估可以提供更多的科学和技术分析信息"帮助决
策者采纳更贴近实际情况的提议+

法规影响评估的理念最早应用于公共工程#环
境影响评估$和公共项目#策略性环境评估$+ 我国
有关法规影响评估方法的文献主要涉及环境(教育(
药物(食品安全等领域+ 目前"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
价和法规影响评估工作尚处在探索阶段+ #&!&!
#&!# 年是跟踪评价工作的起步阶段"不同省份开展
跟踪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各异"重点关注某类食品与营
养卫生相关项目的成本2效益以及某类标准执行情
况+ 例如"应用铁强化酱油对河北省东坛山村开展全
人群贫血干预项目"通过收集基于项目推动的人均实
际成本(铁强化酱油市场占有率和人群贫血的改善效
果等数据"采用成本2效益分析方法"推算河北省及全
国进行铁强化酱油项目推动的成本2效益)!!* + 通过
对汶川地震灾区发放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营养
包$项目进行评价"获得了项目实施的成本2收益比
例(项目避免的贫血人数(就业率(成年后工资下降
率(平均每人未来工资总额的贴现值(效益值等情
况)!#* + #&!-!#&!1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组织部分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监督机构(疾控机
构开展了 Be44!3!#&!!,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在
内的 !& 项通用标准和产品标准以及 # 类检验方法标
准的跟踪评价工作"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调查(指标验
证和专家咨询的方式对标准指标(技术要求的科学性
和适用性进行了调查)!-2!1* +

#"食品安全法规标准跟踪评价方法
目前并没有食品安全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和跟

踪评价内涵和外延的统一规定"也没有形成一致的
评价模式"各国有关法规影响评估的内容(方法都
各具特点"要根据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的
背景来确定+

法规(标准的影响评估和跟踪评价应根据评价
目的(评价对象的性质和评价时期"有所选择与偏
重"统筹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 根据评价的目的"

可分为初级效果评价和延展效果评价"前者关注主
要问题"例如立法目的(完成立法所要支付的成本(

草案到批准通过的时限等&后者关注方法的选择"
例如进行成本2效益分析(成本2效率分析(量化分析
等 )!’* + 根据评价时期(政策执行的目的以及政策措
施的性质"广义的 /法规评价 0 可分为事前评价
# ]U?P]S8T=[S Ŝ2>@TS S[>NM>T=?@ $ 和 事 后 评 价
#USTU?P]S8T=[SŜ2]?PTS[>NM>T=?@$+ 事前评价的目的
是为政府和有关机构出台一项法规提供考虑和管
理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在审议法规和标准草案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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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充足的基本信息"向公众公开法规草案信息+ 政
策运行过程中"如果预先对政策的可行性及达到目
标进行评价"能为政策科学制定(有效执行和客观
评价提供前沿性(技术性建议+ 事前评价确定的评
价标准(程序(结果和方案可为事后评价提供参考"

使事后评价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狭义的政策
法规评价"则专指事后评价"目前食品安全法规(标
准的跟踪评价主要涉及事后评价"主要采取问卷调
查(现场调查(指标验证(专家咨询以及其他方式按
照标准类别和跟踪评价内容的需求对现行有效的
食品安全标准执行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2!4* +

-"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影响因素和跟踪评价指标
-)!"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影响因素

经济影响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市场外部功能和
竞争(贸易和投资流动(大6中6小型企业的运营和
管理成本(企业管理负担(公共管理部门和机构设
置(财产权利分配(创新和研究(消费者和家庭(第
三方国家和国际关系(宏观经济环境等 )!3* +

社会影响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市场就业和劳动
力(与工作质量相关的标准和权利(特定群体的社会
包容和保护(性别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个人和
家庭生活(政府(组织(行政管理和媒体伦理(公共卫
生和安全(犯罪(恐怖主义和安全(社会保障(医疗(教
育(文化(对第三方国家的社会影响等)!3* +

环境影响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气候(能源运输
和应用(空气质量(动物(植物(景观的生物多样性(
水质量和能源(土地质量和能源(土地利用(可再生
和不可再生能源(企业和消费者对环境的影响(废
弃物和可循环利用物质(环境风险的可能性和规
模(动物福利(国际环境影响等 )!3* +
-)#"评价指标
-)#)!"经济指标

通过经济学分析和某些指标可以评价食品生
产(加工(流通和餐饮环节中为控制和减少食品安
全风险"食品行业投入的经济成本以及政府投入的
行政成本&评价消费者为减少患病风险和死亡风险
的支付意愿"食源性疾病控制的经济负担等+ 可用
经济指标评价的法规(标准影响包括%公共卫生和
健康安全(政府投入和监管成本(产品价格与消费
习惯(国际贸易(企业竞争(企业执行成本2收益(技
术创新(环境影响(宏观经济影响(劳动力市场 #如
就业机会(失业率(劳动力流动性$(人群影响 #法
规(标准实施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如弱势群体或低
收入人群的影响$等 )!3* +

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法

规成本2效益分析体系用于评价新法规和标准的经
济影响 )!4* + 美国于 !554 年开展了有关肉类和家禽
类检验新法规的经济分析评估"评价了该项规则对
于减少病原微生物和降低食源性疾病患病率所带
来的收益和成本 )!5* + 美国规定具有重大经济意义
的新发布或修订的法规#一般指年度影响达到至少
! 亿美元的法规$都需要进行经济分析"包括对特定
行动的必要性(替代方案(议案的效益和成本分析
等+ #&!# 年至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L:0$
开展了针对所有重要的已经发布和立项制定的法
规(标准的经济影响分析工作"包括,人类食品的良
好生产规范和危害分析与基于风险的预防和控制-

在内的 !& 余项法规(标准+ 每项标准的经济影响分
析包括标准执行过程的成本2效益评价"有望执行的
替代性行动的成本2效益评价及该类替代性行动执
行过程的成本2效益评价+ 通过对比已经立项的标
准与可能替代的行动带来的经济影响差别"评价严
格的标准增加的成本和效益与降低监管严格性所
节约的效益和成本的影响"标准的执行为公众健康
带来效益的影响"为 L:0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提供
决策依据 )#&2##* +

总结各国采用的成本2效益分析方法各有特色"

主要采用的方法和模型包括%患病成本 #8?PT?9
=NN@SPP"HD;$(支付意愿#\=NN=@A@SPP2T?2]>O"FRa$(责
任成本 #N=>Y=N=TO8?PTP"EH$(直接会计方法 # Q=US8T
>88?M@T>@8OWST.?QP":0Z$(局部均衡模型 # ]>UT=>N
S‘M=N=YU=MWW?QSNP"aGZ$(一般均衡模型 #AS@SU>N
S‘M=N=YU=MWW?QSNP"BGZ$(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
#W=8U?S8?@?WSTU=8W?QSNP"ZZ$(宏观计量经济学模
型#W>8U?S8?@?WSTU=8W?QSNP"ZZ$等 )#!"#-* +
-)#)#"健康收益指标

食源性疾病监测是对食品中各类对人体健康
有危害的因素及其导致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的监
测+ 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为食源性疾病经济负担
的评估(确定公共卫生重点(评价公共卫生干预措
施的效果提供依据"同时对评价标准指标设定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以及指导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修订具
有重要意义+
-)#)-"监管数据

食品行业产品的符合率(监督抽检各类食品的
合格率等数据可以作为反映标准执行情况的指标+
通过研究和分析各类不合格食品检出率升高以及
不合格指标超出标准限量的原因"评价食品安全标
准具体条款和限量的科学性(合理性+
-)#)1"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g0a$指标

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食品行业从业人员对食品



国内外食品安全法规标准跟踪评价方法研究与发展对策探讨!!!任雪琼"等 ! 34""" !

安全知识(法规(标准的认知水平和食品安全相关
行为的好坏直接影响食品安全法规(标准的实施效
果"进而影响食品生产加工各环节的食品质量+ 食
品安全法规制定对消费者和家庭的影响不仅仅局
限于公共卫生方面"还包括消费习惯和家庭生活方
式等+ 例如"一项食品安全监管措施的出台可能会
对某类食品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消费者和家庭成员选择食品的习惯和消费方式+
-)#)’"食品安全风险再评估

欧盟开展了食品安全法规(标准的再评估工
作"主要目的是验证现有的安全性评估结果对于
目前的安全性评估标准是否有效和充分(目前是
否有新发布的重要毒理学研究结果(启动系统性
评审(建立优先评估机制等+ 联合国粮农组织6世
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b?=@T
L0D6FJD Ĝ]SUTH?WW=TTSS?@ L??Q 0QQ=T=[SP"
bGHL0$自 !5’% 年建立以来"对超过 # 1&& 余种食
品添加剂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物质被要求进行再评价+

1"国外法规影响评估方法对我国跟踪评价工作的
启示

我国跟踪评价工作尚处在探索阶段"通过借鉴
国际上法规影响评估的思路和做法"结合我国经济
发展情况(国民健康水平以及各项法律(法规要求"

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及工作机制具
有重大意义+
1)!"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机制

在组织管理方面"将跟踪评价工作纳入到法律
和法规强制要求的内容中"并作为常态性重点工作
开展"设置专门机构"配备相关技术人员+ 规范食
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制度"将跟踪评价工作与
标准制定(修订(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企
业标准备案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
1)#"建立完善的跟踪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合理的
跟踪评价方法

与发达国家以市场效率为核心的评价方法相
比"我国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的选择应更加关注
法规(标准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一步探索食
品安全法规(标准对食品行业发展(居民健康需求
以及政策实施成本等方面影响"建立食品安全法
规(标准成本2效益分析体系+ 通过建立跟踪评价指
标数据库"对评价对象和内容中涉及的各项影响因
素进行汇总和分析"筛选影响大并且有评价价值的
指标+ 对单个指标和整个指标体系进行检验"以保
证指标体系整体科学性+ 对各项指标进行定性和

定量分析"确定指标评价权重"建立综合评价模型+
结合具体某项食品安全标准"运用统计学(计量经
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建立反映食品安全标
准实施效果评价模型+ 通过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计划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监测数据"验证食品
安全标准中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健全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
完善数据共享机制

通过健全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
平台"广泛收集标准使用者对现行所有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实施效果(标准文本内容(标准指标和技术
要求以及标准文本相关的其他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了解标准适用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情况+ 建立
风险监测(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再评价(国民健康指标(食品行业经济指标等数
据的共享机制"为建立食品安全跟踪评价模型和指
标数据库提供支持+
1)1"加强多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需要各类学科知识
背景支撑"包括%食品与营养卫生学(公共卫生学(统
计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
等+ 建立专业机构(专家团队和专业工作组"构建我
国跟踪评价技术研究团队"形成以国家级专业技术支
撑机构为龙头"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导与培训"
其他省级监督和疾控机构协作"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参与的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网络+ 不断加强标准人
才培养和师资培训工作"发挥熟悉食品安全法规(标
准及政策理论专家和学者的作用"不断提高标准跟踪
评价工作能力与服务水平+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在方法学和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工作机制等
方面还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及技术研究发展
趋势"注重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考虑我国食
品行业发展和国民健康水平等各项因素"为食品安
全政策决策和标准制定(修订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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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修订进口即食肉制品检测要求
""据澳大利亚农业和水利资源部消息!!! 月 -& 日澳大利亚农业和水利资源部发布了 ;KL#&2!% 号公告!
决定自 #&!% 年 !# 月 !1 日起!对进口即食肉制品实施最新检测要求"

相关肉制品涉及以下两大类即食肉制品&
!)蒸煮与加工即食类肉干&自 #&!% 年 !# 月 !1 日起继续对该类产品实施农残检测!不再检测李斯特

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或者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
#)蒸煮与加工即食类!除肉干之外的肉制品&自 #&!% 年 !# 月 !1 日起!继续检测农残’李斯特菌’沙门

氏菌#抽检比例 ’*$!不再检测大肠杆菌与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

#摘自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TT]%66@S\P$9??QW>TS$@ST6#&!%6!#61&%’&&$.T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