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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意见反馈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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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意见反馈情况# 针对关注度较高的标准!判断所收集意

见的参考价值!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机制提出建议# 方法#整理分析 %$", 年 " m"% 月期间通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收集的评价意见!统计分析收集意见的基本情况!并筛选出意见内容

中出现的高频词汇# 针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 "$ 项标准!筛选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并计算其所占比例# 结果#

意见反馈平台收到有效反馈意见共 ! $!, 条!意见涉及 %/* 项标准!重点关注各项标准中涉及$方法与检测% $指标

与限量%$标示与标签%$范围与定义%$(食品)类别与分类%的相关内容# 对于 "$ 项关注度较高的标准!具有参考

价值的意见占全部有效意见的 (.-!‘(" %,/0% /.,)# 结论#意见反馈平台所收集的意见对于完善标准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部分意见可作为标准修订的参考依据# 提议深化标准跟踪评价的概念!并组建标准跟踪评价专家小

组"完善平台设置以更高效地开展标准跟踪评价研究工作!保障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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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执行标准"是保
护公众身体健康’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 (") * 在
我国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框架体系下"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包括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经营卫生

规范和检验方法* 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开展跟踪
评价"不断完善标准"提高标准质量"保证标准的科
学性’合理性与实用性至关重要 (%) * -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应 +对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根
据评价结果及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同时也指出
了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研究的必要性 (.) * 为进
一步落实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广泛收集各利益相关
者在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他
们对于完善标准的意见与建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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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心建立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
见反馈平台,#以下简称网络平台$* 该网络平台长
期对公众开放"便于公众随时反馈对各项标准的评
价意见 (() * 为提高网络平台的可及性"各地卫生相
关部门在其网站主动链接并宣传该平台"组织动员
食品监管部门’行业企业’科研机构’检验机构等相
关人员借助平台反馈标准有关意见建议 (!) * 本研
究汇总分析了 %$", 年网络平台所收集到的反馈意
见的基本情况"针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重点标准"
本研究进一步筛选出可考虑采纳的意见"初步分析
网络平台收集意见的参考价值* 最后"综合平台应
用及意见整理分析时所遇到的问题就优化标准跟
踪评价机制以及完善网络平台提出建议*

"#资料与方法
"-"#资料收集

借助网络平台收集现行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评价意见* 网络平台的问题设置包括两
部分%"$标准意见反馈信息"在此部分中用户需选
择标准编号’标准名称’标准类别和意见类型"并填
写具体意见建议以及理由* %$用户信息"包括用户
类型#监督管理人员’企业人员’检验0检测人员’相
关科研专家’媒体’消费者以及其他$’企业类型’单
位0姓名’省份’市’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若用户可
提供与反馈意见相关的支持材料"可通过平台提交
附件作为参考* 本研究资料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网络平台所有收集到的反馈
意见*
"-%#资料整理与分析

应用 V<3GF%$". 整理原始资料"删除空白条目
与重复条目等无效信息"筛选出有效意见* 应用
6]66 ",-$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意见来源’
标准类型分布等基本情况* 利用词频分析软件
&Y6UT?HJ@:HLGH筛选出评价意见内容中出现的高
频词汇* 首先筛选出频次为 "!$ 及以上的词汇"再
人工删除无实际意义的词汇"如+的, +建议,等"最
终将具有相似意义的词汇或表述相似事物的词汇
聚类以反映意见的重点关注内容* 针对关注度较
高的重点标准"根据其相关意见内容"初步筛选出
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意见并概括意见要点"计算具
有参考价值意见数与有效意见数的比例*

%#结果
%-"#概述

%$", 年"平台共收到反馈意见 ! *(" 条"经过初
步数据整理后"得到有效反馈意见共 ! $!, 条"有效
率 *+-+‘#! $!,0! *("$*

%-"-"#意见来源
所收集意见多来自于标准的实际使用者"其中

.(-/‘#" ,+.0! $!,$的评价意见来自于监督管理
人员".(-%‘ #" ,%/0! $!,$来自于企业人员"来自
检验0检测人员的意见数量略少于前两者" 占
%"-.‘#" $,/0! $!,$* 而直接来自消费者和媒体
的有效意见所占比重较小#见图 "$*

注%媒体占比为 $-$(‘

图 "#意见反馈人群类型
I;BPHG"#UK@G?4E5GLE:MG5?FJGHLT5?@H?@?LGLPBBGLE;?AL

?A LE:AJ:HJL

%-"-%#标准类型
%$", 年"网络平台所收集有效意见共涉及 %/*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占现行发布实施标准数量的
%.-,‘#%/*0" %+$$* 自标准类型角度分析"通用标
准中涵盖标准类型较多"使用范围广"收到的相关
有效意见数量也最多"共 % $$! 条* 其次"食品产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标准也受到了较为
广泛的关注"收集到 " ($, 条意见"其中有关食品产
品标准的意见较多"共 *"% 条* 有关检验方法与规
程类标准的有效意见数量排在第三位"共 *++ 条"其
中有关理化’微生物’毒理检验方法标准的意见数
量依次为 !!$’%+/’% 条* 有关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
要求类标准的意见数量共 ,,/ 条"见图 %*

注%:为通用标准&Q 为食品产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3为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J 为生产经营卫生规范

图 %#各类型标准收到反馈的意见数
I;BPHG%#DPNQGH?4E5GLPBBGLE;?AL4?HG:35 EK@G?4LE:AJ:HJL

在意见涉及的所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关注
度最高的 "$ 项标准包括 \O%//%"!%$".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O,,"*!%$""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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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
生规范.’\O"(**"!%$".-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生产通用卫生规范.’\O%*$!$!%$""-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O"/.$"!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O%,+$!%$"(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O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
用食品标签.’\O"$,+!!%$"$-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O%,+%!%$",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对上述标准反馈的意见总
数 为 % /., 条" 占 有 效 意 见 总 数 的 !*-"‘
#% /.,0! $!,$"见图 .*

注%:m1分别为 \O%//%"!%$".’\O,,"*!%$""’

\O."+%"!%$"(’\O"(**"!%$".’\O%*$!$!%$""’

\O"/.$"!%$"$’\O%,+$!%$"(’\O".(.%!%$".’

\O"$,+!!%$"$’\O%,+%!%$",

图 .#关注度较高标准收到反馈的意见数
I;BPHG.#DPNQGH?4E5GLPBBGLE;?AL4?H3?A3GHAGJ LE:AJ:HJL

%-"-.#高频词汇
高频词汇分析的结果可体现出意见提出者对

于标准评价以及修订的主要关注方面"有利于对意
见内容的整体认识* 如表 " 所示"根据高频词汇聚
类结果"可知意见主要关注于标准中涉及 +方法与
检测,+指标与限量, +标示与标签, +范围与定义,
+#食品$类别与分类,的相关内容"其中涉及检验方
法相关高频词汇的合计频数最高"其次是标准中的
指标设置与其限量*
%-%#重点关注标准意见反馈情况

本研究以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数占有效意见数
的百分比来初步判断平台所收集意见的参考价值*
+有参考价值意见,指在进一步修订标准过程中可
考虑采纳的意见* 以 %$", 年关注度较高的 "$ 项标
准作为分析对象"由从事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的相关
人员或标准起草人员结合对此类标准的管理经验
筛选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有参考价值意见"并
计算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比例"结果如表 % 所示* 总
体而言""$ 项标准的有效意见中具有参考价值的意
见比例不足一半"占 (.-!‘ # " %,/0% /., $* 但

### 表 "#意见内容中的高频词汇

U:QFG"#b?HJLT;E5 5;B5 4HĜPGA3K4H?NE5GLPBBGLE;?AL
词组 词汇 频数 合计

方法与检测

指标与限量

标示与标签

范围与定义

#食品$类别与分类

方法 +!$

检测 !%!

检验 ./%

测定 "**

样品 "*.

指标 +*.

限量 !(/

标示 ..%

标签 %+$

标识 ",%

标注 "!/

范围 (("

定义 %(!

类别 %"/

分类 %%.

" /.*

" %.%

/%.

+*+

((%

就单项标准而言"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比例存在较大差
异* 有关 \O%//%"!%$". 的有参考价值意见比例最
高"达 *$-!‘#+%/0,*"$* 有关 \O"(**"!%$". 的有
参考价值意见比例最低"为 "$-+‘#.*0.!*$*

.#讨论

.-"#完善标准内容
总结分析 %$", 年收到的反馈意见可知"意见反

馈者多为标准实际使用者"包括企业和检验机构人
员"而极少为消费者* 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内容
较专业"只有熟悉标准’经常应用标准的专业人士
才能提出有效建议"研究结果明确指出标准跟踪评
价主体人群* 此外"利益相关者反馈的意见内容多
次提及+检验方法,与+食品标签,"提示下一步标准
跟踪评价研究工作应重点关注的方向*

对 "$ 项重点关注标准的意见梳理显示%"$标
准使用者对部分标准内容的理解不到位* 例如对
于 \O%//%"!%$"."建议明确+即食果蔬制品,的定
义"而标准问答 (+)中已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对
于 \O%,+%!%$","并不是所有食品都要规定污染
物限量"仅经风险评估后对重点食品提出限量要
求&污染物限量标准不是食品中有害物质的本底标
准"也不是化学污染的允许含量* 由于对这些原则
的不理解"提交的意见诸多涉及要了解本底值’增
加铝限量’增加砷指标检测的食品类别等意见* 此
类意见自侧面反映出标准的使用者对于标准的理
解不到位"有必要加强标准宣贯"积极探索宣贯形
式 (,) * %$部分标准内容表述需进一步明确* 特别
是对于标签类’食品生产经营规范类标准"因标准
内容中描述性文字较多"需要进一步完善表达*
如"关于 \O"(**"!%$"."有建议表示增加具体限
值"如间隔距离’墙裙高度’排水坡度’光照度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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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重点关注标准意见反馈情况汇总
U:QFG%#IGGJQ:3M HGB:HJ;ABE5GMGKLE:AJ:HJL

标准 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比例0‘ 有参考价值意见汇总

\O%//%"!%$".

\O,,"*!%$""

\O."+%"!%$"(

\O"(**"!%$".

\O%*$!$!%$""

\O"/.$"!%$"$

\O%,+$!%$"(

\O".(.%!%$".

\O"$,+!!%$"$

\O%,+%!%$",

合计

*$-!#+%/ 0,*"$

"2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如乳制品’速冻面米制品等产品标准中的致病菌限量标准应
纳入通用标准中
%2扩大标准适用范围"将散装食品纳入其中
.2食品分类问题"建议增加+附录 ’食品分类#名称$说明, "明确各类食品所包含的
食品细类
(2对致病菌的修订建议"如建议增加蜡样芽胞杆菌"将+大肠埃希氏菌 Y"!,u9,,改为
+出血性大肠埃希氏菌,等
!2对检验方法’采样方案的修订建议

",-*#/* 0!!%$

"2对标签标准的理解问题
%2进一步明确具体条款的要求"如定量标示问题
.2对具体条款的修订建议"如食品名称的命名要求’分装食品的产地要求’致敏物质
的强制标示等

!%-,#%$, 0./.$

"2标准之间表述的协调一致"如建议将 +成分或者配料表,修改为 +配料表, "与 \O
,,"* 表述一致等
%2对具体条款的修订意见"增加可操作性"如+!-+ 生食与熟食等容易交叉污染的食
品"应采取适当的分隔措施,应当列出具体的分隔措施等

"$-+#.* 0.!*$
"2与相关法规’标准的表述一致
%2增加相关规定"如对过敏原污染的控制’对食品包装材料质量的控制要求
.2对具体条款的修订

%+-/#+" 0%%,$

"2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如与 \O"(**$ 之间的协调
%2细化具体规定"增加可操作性"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与能量的换算不一致"
建议直接给出换算系数等
.2具体修订建议"如补充完善核心营养素的数量和内容等

+"-.#"$+ 0",.$
"2理化指标"涉及对于蛋白质’脂肪’杂质度’酸度等指标的调整"以及增加体细胞限
量值的建议
%2微生物限量%主要涉及菌落总数指标的调整

.*-,#!* 0"!$$
"2细化文本中的表述"避免歧义
%2细化或增加食品分类"如动物血制品’调味面制品
.2调整食品添加剂目录"便于查找

%(-+#%/ 0""*$
"2标准适用问题%明确食品分类或者增加食品类别
%2增加细节规定"如在适宜人群中增加食用者年龄段的标识等
.2定义不明确的问题

("-/#./ 0/.$

"2标准与其他法规标准或相关规定的协调"如营养成分按照新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
入量#Z&8L$进行调整
%2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如更新检验方法
.2建议将婴儿和较大婴儿相关标准规定做合理调整

"!-%#"( 0/%$
"2修订指标的建议"如建议修订皮蛋中铅限量
%2食品分类问题

(.-!#" %,/ 0% /.,$ !

注%!表示该项不合计

.$部分标准间需要加强协调性* 由于标准修订’发
布时间的差异"可能存在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其
他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之间内容上的不协
调情况* 如婴儿食品相关标准中"由于 Z&8L已变"
营养素应进行相应调整"引用的检验方法标准也需
要更新* 致病菌限量标准应整合乳及乳制品’特殊
膳食食品’蜂蜜’包装饮用水’速冻面米制品等标准
中致病菌限量的规定* 在标准修订中"此类意见将
作为参考"保障标准之间的协调性* ($部分标准的
技术指标需要修订* 有关标准指标与技术要求的
意见可分为两类* 一类针对指标%建议修改指标限
值"如根据风险监测和评估结果"可考虑在食品中
分类制定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将 +大肠埃希氏

菌 Y"!,u9,,改为+出血性大肠埃希氏菌,&另一类
针对操作规范’检验方法%食品生产卫生规范类标
准修订过程中可考虑增加对食品包装材料’致敏原
污染的控制等*
.-%#完善意见反馈平台设置

总体上"跟踪评价意见反馈平台的构建初衷契
合-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且平台的实际应用
也较好地履行了法律赋予的部门职责* 因而保证
此平台长期有效的应用对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
踪评价工作十分有益* 然而"平台的设置与实际应
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尽快完善*

%$", 年网络平台所收集的意见中无效意见的
数量较多"这为平台信息整理增加了不必要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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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空白信息出现的原因主要为%"$首次使用系
统"不熟悉操作流程或者进行系统测试* %$无反馈
意愿的前提下为达到既定的反馈意见数量而提交
空白信息* 第一种情况可通过进一步的宣贯培训
而减少"且随着平台投入使用时间的增长"用户也
将越来越熟悉平台操作* 第二种情况需尽量规避*
反馈意见数量并不纳入各地区’各单位的绩效考核
中"平台构建的初衷是发动大众参与"发现标准实
际存在的问题并予以修正* 因而意见的质量比数
量更重要*

除了空白信息"平台也收到了有关标准咨询的
问题* 本平台仅用于反馈有关标准的修改意见"并
不提供标准的咨询服务"也无法及时对问题进行解
答* 因而有必要向公众进一步说明平台的作用"并
在平台主界面提供咨询服务的链接"以防用户误用
本平台* 通过浏览具体意见"不难发现有效意见的
表述是有规律可循的* 例如"+建议增加镉限量指
标,"+建议修改-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标准.的名称为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标准,"以免造成误解*
有效意见都非常具有针对性"以+建议,起句后加动
词与宾语表述具体内容* 可以尝试设置固定的表
达模板供用户参考"从而规范意见的表达"也便于
后台信息整理*

另外"完善平台的反馈机制是保持平台活力
的关键* 然而"由于人力及技术限制"平台尚无法
实现及时反馈* 长此以往"可能降低公众反馈意
见的积极性* 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涵盖多
种类型的标准"每项标准所涉及的专业背景差异
较大* 对于平台所收到的意见"个人难以分析意
见的具体内容"因而"组建跟踪评价专家组尤为必
要* 对于类似问题"欧盟构建了意见分析平台
#&VI8U]F:E4?HN$ "并建立专家组* 专家组由利益
相关者构成"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代
表等* 平台所收到的意见由秘书处初筛后"将意
见提交专家组"专家组定期进行会议研讨"秘书处
根据专家组讨论结果对意见做出回应 (/) * 此种工
作机制对于我国标准跟踪评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探究标准跟踪评价的内涵

目前-食品安全法.中仅规定对标准执行情况
进行跟踪评价"但也有必要拓展 +跟踪评价,的内
涵* 标准跟踪评价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执行情况"也
应该包含对于标准的立项’起草’制定’执行’修订’
废止全过程的评价"这一理念与 -卫生标准跟踪评
价工作指南.中的规定相符 ("$) * 在评价政策法规
时"欧盟提出+生命周期,#F;4G3K3FG$的概念"即对于

政策法规开展+终其一生,的评价* 立法前对政策
法规进行综合影响评估#经济"环境影响评估等$"
政策法规生效之后"跟踪执行情况"关注其对利益
相关者的影响"同时关注阶段性的结果#?PE3?NG$*
政策法规执行一定时间后"再次进行影响评估"以
验证政策法规是否达到当初设立的目标* 欧盟规
定法规必须实施两年以上才可以进行政策法规的
影响评估 ("") * 美国也基本遵循类似的法规评价理
念"评价工作从法规立项前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
持续到法规修订甚至废止 ("%) * 鉴于其他国家地区
法规评价的经验"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
的内涵可以进一步深化’全面化"使跟踪评价贯穿
标准+一生,"始终为标准质量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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