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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正确理解我国标准与 CAC标准的关系 ,通过分析 WTO 相关协定中赋予成员的权利和义

务 ,指出由于我国食品标准中的食物分类与 CAC存在较大差别 ,我国人群膳食结构的特殊性 ,食品

的污染水平 ,目前的实验室检测水平无法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以及特殊国情决定的特殊健康保护

水平 ,我国食品卫生标准工作应积极参与国际法典委员会的工作 ,加强食源性危害的监测和膳食

暴露评估研究 ,充分利用等同性认可、临时性措施 ,重视通报 ,根据 WTO 协定对成员的权利义务的

要求 ,客观、科学、合理地制定既符合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又能保护消费者健康的食品卫生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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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人们越发关注

标准、法规等技术措施是否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这

不仅因为 WTO 的相关协定对成员方提出了“与国际

标准相协调”的基本原则 ,而且在当今的国际贸易活

动中 ,进出口方都在寻求相关的国际标准作为解决

争端的重要依据。

食品生产与贸易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WTO 协定中明确提出了在食品安全方面 ,国际食品

法典标准 (下简称 CAC标准) 是其认可的国际标准。

早在我国加入 WTO 之前 ,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与

CAC相协调的工作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作为制

修订食品卫生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 ,卫生部组织了

清理食品卫生标准的工作 ,通过对 WTO 相关协定以

及 CAC标准的研究讨论 ,对现行的 400 余项食品卫

生标准及其检验方法等进行修订和补充 ,大大提高

了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与 CAC 标准的符合程度。以

食品中农残限量和污染物限量标准为例 ,在指标项

目相同和对应食品类别相同的前提下 ,我国的标准

指标值与 CAC 一致性程度超过 85 %。但就总体而

言 ,由于我国食品标准分类系统以及人群膳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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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特殊性 ,食品卫生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与

CAC完全接轨。一些人以简单的“符合率”衡量目

前标准的先进性 ,认为我国食品卫生标准水平低、差

异大 ,殊不知衡量标准的科学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认真分析。

为了从本质上了解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与 CAC

标准协调一致的问题 ,通过分析在清理标准时发现

的一些问题 ,对我国积极采纳国际标准的同时 ,对目

前暂时无法接轨或根据 WTO 协定要求有理由存在

的与 CAC不一致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 ,提出我国在

完善食品卫生标准工作、积极应对入世后国际贸易

的挑战方面应该加强的领域和具体措施。

1 　WTO 相关协定中赋予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WTO

中的《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SPS 协定)》是

涉及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的重要协定。

SPS 协定的总体目标是允许成员利用合法手段保护

人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 ,同时 ,禁止滥用不合理的

贸易限制措施。SPS 协定有关“协调一致”的原则

(第 3 条)特别指出了各成员应将其相关措施与国际

标准 (针对食品安全 ,则特指国际食品法典标准) 相

协调 ,但同时认为只要在一定的原则下 (如科学性、

一致性和透明度等) ,各成员有权采用他们认为恰当

的手段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1 ]

SPS协定明确允许各成员政府可以不采用国际

标准 ,如果一个成员采用和实施比现行国际标准更

严的 SPS 措施 ,则应提出充分的科学理由 ,说明为什

么相应的国际标准不能满足其所需的适当的 SPS 保

护水平 ,并且应确保这些措施不能与 SPS 协定其他

规定相抵触 ,不能对国际贸易造成限制。

尽管在实施与国际标准不同的措施方面 , SPS

协定向成员方提出了诸多前提条件和限制 ,但是实

际情况是各国在制定 SPS 措施时还需考虑本国国

情、技术性和经济性可能以及其他因素 ,因此很难做

到其 SPS 措施体系完全与国际标准相一致 ,这也就

是为什么 SPS 协定有必要向各成员方提出制定和实

施 SPS 措施时的基本要求 ,倘若 CAC 标准可以“大

统国际”就失去该协定存在的意义。

2 　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中与 CAC 不一致的几种情况

　入世前 ,卫生部曾组织专家对现行的 464 个国家

食品卫生标准 (123 项产品标准、22 项食品污染物限

量、69 项农残限量以及 250 项理化和微生物检验方

法)等进行清理审查 ,清理审查的重要原则是最大限

度地与 CAC标准相一致。在这项工作中 ,我国一方

面认真研究 CAC标准体系及其技术内容 ,一方面积

极采用危险性评估的原则权衡我国现行标准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最终 ,在提交的 97 项标准修

订报批稿中 ,尽管有相当部分技术内容采纳了国际

标准 ,但仍存在着一些与 CAC 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

除有一些因无对应的国际标准外 ,大体有如下原因。

211 　我国食品标准中的食物分类与 CAC 存在较大

差别 　将我国食品标准与 CAC 标准比较时 ,可以发

现我国在有关食品标准的食物分类体系建设上不够

完善。CAC标准无论涉及的是食品添加剂使用 ,还

是污染物、兽药或农药的残留 ,都首先将食品类别标

准化 ,这样不仅在标准的适用范围上不会产生歧义 ,

而且便于国际间标准的比较研究。

例如 ,我国在修订食品中甲萘葳 (Carbaryl) 限量

标准时 ,对照 CAC 标准发现 ,该标准针对的食物品

种分类很细 ,而且根据 CAC 有关针对污染物、农残

以及兽残标准的食物分类表 ,每一种农产品或食品

都赋予了一个类别编号。仅一个蔬菜类 ,CAC 就制

定了在十多个类别品种中的不同限量值 (见表 1) ,

而我国从农药登记使用到标准制定 ,甲萘威所涉及

的只有“蔬菜”这样一大类。因此采用国际标准时 ,

会感到无所适从 ,最后只好根据摄入量计算 ,采用最

严的一类蔬菜的限量值。

表 1 　甲萘威在食品中的限量标准比较 mgΠkg

我国
农药登记

修订前的
国家标准

CAC标准
修订后的
国家标准

水稻
　

粮食　5. 0
　

GC 0649 稻谷 5
CM 0649 糙米 5

稻谷　5
　

豆类 VD 0541 大豆 (干) 1 大豆　1

蔬菜 蔬菜　2. 0 VL 0053 叶类蔬菜 10 蔬菜　2

VB 0041 甘蓝茎 5

VO 0448 番茄 5

VC 0440 茄子 5

VC 0424 黄瓜 3

VC 0429 南瓜 3

VC 0431 西葫芦 3

VC 0433 冬瓜 3

VP 0063 菜豆 5

VP 0526 豌豆 5

VS 0521 芦笋 10

VR 0577 胡萝卜 2

VR 0588 小萝卜 2

水果　2. 5

棉花 食用油 0. 5 SO 0691 棉籽 1 棉籽　1

　　另外在污染物限量和食品添加剂的标准上 ,由

于我国涉及的食品在品种和分类体系上与国外存在

较大差异 ,在没有调查和监测数据的情况下 ,无法使

用国际标准。

212 　我国人群膳食结构的特殊性 　由于一个国家、

地区的饮食习惯、食物类型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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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及地理因素等等 ,因此各国人群的膳食结

构也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在 SPS 协定中强调的危险

性评估原则包含了“危害确定”、“危害的特征描述”、

“摄入量评估”以及“危险性的特征描述”四个环节。

由于针对一种化合物或食品的危害确定和危害特征

描述过程的评价资料往往在全球范围适用 ,因而“摄

入量评估”的过程往往是决定危险性评估结论的关

键步骤 ,它直接影响着各国究竟采用何种“适当的

SPS保护水平”。换句话说 ,成员方在不采纳国际标

准而提出科学的危险性评估依据往往是各国不同的

膳食暴露水平。各国在制定有关食品添加剂、农药、

兽药以及污染物的限量标准时应首先确保其理论摄

入量低于相应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 ,如果不能满

足这一原则 ,也就是不能达到“本国适当的 SPS 保护

水平”时 ,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人群膳食结构的特殊

性而提出与 CAC不同的标准。

以我国制定“食品中镉限量标准”为例进行说

明。[2 ]我国标准与 CAC标准面粉中的镉限量指标见

表 2。

表 2 　中国的食品中镉限量标准与 CAC的对照 mgΠkg

中国标准 CAC标准

大米 0. 2 　 大米 0. 2 (2002 第 3 步)

杂粮 (玉米、小
米、高粱、薯类)

0. 1

其它粮食 (去皮马
铃薯) 和豆类蔬菜
(除大米、面粉、大
豆外)

0. 1

面粉 0. 1 小麦 0. 2 (2002 第 3 步)

大豆、花生 0. 2 大豆、花生 0. 2 (2002 第 3 步)

蔬菜 蔬菜

　根茎类 0. 1 　根茎类 0. 1 (2002 第 3 步)

　叶菜、芹菜、

　食用菌类
0. 2

　叶菜、芹菜、

　食用菌类
0. 2 (2002 第 3 步)

　其它蔬菜 0. 05 　其它蔬菜 0. 05 (第 6 步)

软体贝类 1. 0 软体贝类 1. 0 (第 3 步)

水果 0. 05 水果 0. 05 (2002 第 3 步)

食用盐 0. 5 食盐 0. 5

畜禽肉类 (1) 0. 1 牛、羊、猪、禽肉 0. 05 (2002 第 3 步)

马肉 0. 2 (第 6 步)

　　由表 2 可以看出 ,在许多食物品种的指标值上

我国制定的食品中镉限量标准与 CAC 标准是一致

的。但对面粉却提出了比 CAC 严格的标准。主要

原因是在中国膳食结构中粮食和蔬菜所占比例最

大。如果根据 CAC 有关镉的建议限值计算 ,依据

1992 年第三次全国营养调查 ,全国平均每标准人各

类食物的消费量 ,我国每人每日从食物中摄入镉的

水平为 105μg ,超过了J ECFA 推荐的 60μg 的每人每

天耐受值。因此 ,我国特殊的膳食类型决定了无法

完全采用 CAC 标准。考虑到镉的污染主要在粮食

中 ,而大米的污染监测数值显示较难降低镉的含量 ,

因此只有将面粉的镉限量定为 011 mgΠkg(污染监测

显示可以达到这一水平) ,才可以确保本标准在一个

比较高的健康保护水平上。

213 　污染监测数据不支持采用国际标准 　采用

CAC标准意味着对国产和进口的产品提出同样的

卫生要求。但倘若只考虑利用国际标准从细从严可

以有效提高进口产品的“门槛”,而忽视这样的技术

要求对国产食品的适用程度 ,往往会在实际中处于

被动。因此 ,在采用国际标准时也需要掌握我国产

品的卫生质量状况。例如我国食品污染物检测表明

畜禽肉类中铅的污染水平为 01123 mgΠkg ,难以达到

CAC的铅限量指标 011 mgΠkg ,由于我国铅的污染一

直是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 ,短时间内很难降低 ,所以

我国的污染物监测数据不支持采用 CAC 标准 ,只能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针对实际监测水平适当放宽

标准的限值 ,见表 3。[2 ] 另外由于我国畜禽肉的摄入

量相对于欧洲、美国等较少 ,因此保留了畜禽肉铅限

量 012 mgΠkg 的标准。

表 3 　食品中铅含量及限量标准 mgΠkg

我国食品污染监测

中的铅含量水平 (1) 中国的铅限量标准 CAC的铅限量标准

粮食　　 0. 09 谷类 0. 2 谷类 0. 2

豆类 0. 2 豆类 0. 2

禽畜肉类 0. 123 禽畜肉类 0. 2 禽畜肉类 0. 1

鲜乳　　 0. 016 鲜乳 0. 05 乳 0. 02

消毒、灭菌乳 ,鲜乳 0. 05

水果　　 0. 102 小浆果、葡萄 0. 2 小浆果、葡萄 0. 2

其他水果 0. 1 其他水果 0. 1

注 : (1)中国食品污染物监测计划 2000 年～2001 年数据 ,该数值为均

值。

214 　目前的实验室检测水平无法达到国际标准的

要求 　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食品安全检测方法

的工作建立以及实验室设备、人员、技术方面的投

入 ,但是总体上讲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实验室检测水

平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分析 CAC 标准时

可以发现一些指标值低于我国标准化检测方法的最

低检出限 (LOD) ,如 CAC 提出制定粮食中赭曲霉毒

素 A 的限量标准 ,考虑到 J ECFA 对其进行的最新毒

理学评价 ,以及各国污染监测数据 ,提出在小麦、大

麦及其制品中的限量值为 5μgΠkg ,而从我国检测技

术部门了解到我国是采用薄层层析法测定粮食中赭

曲霉毒素 A ,最低检出限是 10μgΠkg。这样 ,我们在

没有对标准方法进行修订前就无法贸然采用 CAC

的标准。同样 ,农残、兽残限量标准也在此方面存在

较为突出的问题。

215 　我国食品卫生管理的权宜之计　现行食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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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标准体系中的微生物指标是与国际接轨过程中难

度最大的部分 ,无论是标准指标值的设置、指标规定

的表述方式还是微生物检验方法都与国外存在较大

差异。

在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中微生物指标是一项重要

的内容。通过设定诸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

菌、霉菌以及酵母菌等指标要求 ,有效地控制了产品

的卫生质量 ,对提高企业生产过程的卫生管理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 ,目前国际上发达的国家已

不再将微生物指标列入终产品标准中 ,因为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保证食品的安全性主要通过原料控

制、产品设计和加工过程的控制 ,以及在生产、加工

(包括标识) 、批发、贮存、销售、制备和食用过程中应

用良好卫生规范和 HACCP 系统完成。许多国家的

实践证明 ,这种预防性的措施比微生物学检验更能

有效地控制食品的卫生质量。

不可否认我国应把国际上通行的制定食品生产

过程中的 HACCP 要求作为今后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

但现阶段我国食品加工业还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

2Π3 中国的消费者食用的产品来源于这些企业。这

些企业在生产条件、卫生管理水平等诸多方面尚难

以从整体上实施 HACCP ,因而继续在终产品标准中

保留微生物指标是必要的。

此外 ,在我国食品卫生标准的微生物指标中纳

入“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污染指标 ,而非健康指

标 ,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危险性评估 ,而是现阶段作为

控制食品加工过程的污染 ,从管理角度上确保产品

的卫生质量的有效手段。这显然是在我国特殊国情

下 ,为实现“适当的 SPS 保护水平”而采取的必要的

危险性管理措施。随着我国食品生产企业自身管理

水平的不断提高 ,相信会在微生物指标的设定方面

也参照国际惯例 ,逐步采用 HACCP 的方法 ,将重点

放在食品生产全过程的卫生控制上。

216 　特殊国情决定的特殊健康保护水平 　SPS 协

定在有关“评估危险性和确定 SPS 适当保护水平”

(第五条第五款、第六款) 中特别提到了各成员国在

制定 SPS 措施时需考虑技术和经济的可能性以及人

们自愿地暴露于健康危险的特殊情况。我国的食品

卫生标准中有一些正是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原因而无

法采纳国际标准。以黄曲霉毒素为例 ,食品中黄曲

霉毒素的含量一直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所关注 ,

J ECFA 曾于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

四十九次会议上评价了黄曲霉毒素。但未推荐 ADI

或 PMTDI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 IARC) 已将黄曲霉毒

素列为天然存在的人类致癌物。目前 CAC 规定了

再加工用花生的总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限量

为 15μgΠkg。而我国 GB 2761 —1981《食品中黄曲霉

毒素 B1 允许量》标准则规定了花生及其制品中黄

曲霉毒素 B1 限量指标为 20μgΠkg ,显然宽于国际

标准。

该标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卫生研究组织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的粮油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污染水平调查基础上制定

的 ,尔后开展了为数不多的调查。根据 2000 年外经

贸部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数据显示 ,
[3 ] 我国

出口花生中黄曲霉毒素 B1 含量较高 ,阳性样品中

的总体污染水平在 2018μgΠkg ①,这意味着由于地理

条件和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 ,我国玉米、花生中的黄

曲霉毒素 B1 限量值只能定在 20μgΠkg ,否则就会造

成大量农产品被销毁 ,从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欠

发达的国家中造成食物短缺等后果。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大多数流行病学研

究资料证明食用被黄曲霉毒素 B1 污染的食品与肝

癌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而对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者黄曲霉毒素的致癌性更强。J ECFA 评估了黄曲霉

毒素B1 为 10μgΠkg 和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占 1 %人群

与黄曲霉毒素 B1 为 20μgΠkg 和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占 25 %人群肝癌发生率的危险性 ,发现黄曲霉毒素

B1 从 20μgΠkg 降低到 10μgΠkg ,每十亿人中肝癌的

发生只减少 2 例。根据 J ECFA 的评价 ,目前在清理

修订 GB 2761 时还继续保留黄曲霉毒素 B1 在玉米、

花生及其制品中的限量为 20μgΠkg 的指标。

3 　其他国家采用国际标准的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

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食品法典及其他食品标准工

作的评估报告显示 ,各种收入水平的国家都普遍认

为 CAC标准对于保护国产和进口食品的安全、促进

国内国际贸易等十分重要 ,但实际情况是针对 CAC

的各类产品、污染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标签以及

添加剂标准 ,各国采纳 CAC 标准的总体水平并不高

(详见表 4) 。而且 ,在许多方面越是发达国家的采

标率越低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与国际标准的一致

程度越高越好。任何一个国家 ,在制定食品安全标

准时除了考虑消费者健康保护的因素外 ,一定会着

眼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利益以及其他科学以外的合理

因素 ,换句话说 ,这也是各国都在积极研究符合

WTO 协定规则的技术壁垒的原因 ,同时也是各国采

纳国际标准总体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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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0 外经贸技发 625 号文《关于加强出口花生管理工作的通

知》,该数值为 40 批次不合格样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含量的中位

数。



表 4 　各国采用食品法典标准的状况[4 ] %

法典标准 国家类别
采用 CAC标准达到

80 %～100 %的国家比例

微生物

指标

农药残

留指标

兽药

残留

污染物

指标

添加剂

指标

标签

商品Π

产品

检验和

出证

低收入 50. 0

中等收入 24. 4

高收入 16. 7

合计 32. 1

低收入 34. 5

中等收入 41. 5

高收入 23. 1

合计 36. 1

低收入 34. 6

中等收入 34. 2

高收入 30. 8

合计 33. 8

低收入 50. 0

中等收入 42. 9

高收入 23. 1

合计 42. 4

低收入 44. 8

中等收入 40. 5

高收入 16. 7

合计 38. 6

低收入 45. 2

中等收入 32. 6

高收入 25. 0

合计 36. 0

低收入 20. 7

中等收入 21. 4

高收入 25. 0

合计 21. 7

低收入 29. 6

中等收入 19. 0

高收入 16. 7

合计 22. 2

4 　我国食品卫生标准工作的应对措施　在 WTO 涉

及食品技术法规标准的 SPS 和 TBT 协定中 ,都提出

了“与国际标准相协调”的原则 ,但在我国的入世承

诺中 ,针对 SPS 协定的入世承诺是原则性的 ,而针对

TBT协定则提出了采用国际标准的具体时间表和量

化指标 (在入世后 5 年 ,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由现在

的 40 %提高到 50 %) 。这是中国政府审慎和科学的

做法 ,因为涉及食品安全的技术措施不能简单地谈

与国际标准的“符合率”。人们已认识到 SPS 措施相

对于 TBT措施来讲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因而根

据 SPS 协定 ,各成员可以在以科学为依据 ,对贸易尽

可能造成低影响的前提下 ,制定与国际标准不一致

的 SPS 措施。

尽管这样 ,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应利用 SPS

协定赋予我们的权利 ,完善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体系。

鉴于一些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暂时尚无法与国际接

轨 ,我们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

411 　加强对危险性分析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SPS

协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各成员必须确保所实施的

SPS 措施只是为了在必要的水平上保障人类、动物

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 ,并且是以科学原则为基础”;

第五条第一款提出“成员方应确保所提出的 SPS 措

施是根据本国具体条件 ,对人、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

健康进行危险性评估后制定的”。危险性评估不仅

是 SPS 措施的科学基础 ,而且是提出与国际标准不

同的健康保护水平时的有利依据。因此 ,应按照

CAC制定的《危险性分析工作原则》,加强对食品中

危害因素的监测和暴露量评估 ,提出我国适宜的健

康保护水平和与此相应的食品卫生管理措施。

412 　积极参与国际法典委员会的工作 ,加强食源性

危害的监测和膳食暴露评估研究　积极参与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有关制修订标准的工作 ,密切跟踪国

际食品标准发展动态 ,是我国食品标准“与国际接

轨”的重要举措。在制定国际食品污染物法典标准

时 ,由于缺乏发展中国家的污染物监测和暴露量评

估数据 ,使得大会最终采纳的标准往往更多地体现

发达国家的利益 ,指标过于严格 ,发展中国家无法做

到 ,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矛盾近些年越发突

出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的化学污染 ,如一些霉菌毒

素、二　英、氯丙醇等。因此 ,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这样一个多边的政府间的科学论坛上 ,提出我国

的污染物监测、暴露量调查以及特殊类型产品的标

准研制的数据资料 ,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我国食品卫

生标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另一方面在标准制定上

体现我国需求 ,维护我国产业利益。

413 　等同性认可 　一味强调与国际标准等同是不

现实的。应该承认各国政府有权确定本国卫生和植

物卫生保护水平。SPS 协定的“等同性原则”(第四

条第一款)指出 :“只要出口国向进口国客观地表明

了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符合进口国相应的 SPS 保

护水平 ,即使这些措施与本国或与进行相同产品贸

易的其他国家存在差别 ,进口国都应承认其 SPS 措

施具有等同性”。等同性原则为采用不同食品卫生

标准的 WTO 成员间创造了协调一致的机制 ,它不仅

应用在进出口国之间 ,同时应用在国际标准的制定

过程中。

在 1997 年 CAC 大会上 ,美国提出在“奶酪”标

准中规定原料乳需经过巴氏消毒 ,受到欧盟各国的

强烈反对 ,理由是原料乳经巴氏消毒后 ,欧洲“奶酪”

的传统风味将会受到影响 ,但为了保证食品的安全 ,

欧盟和美国同意在最终的“奶酪”法典标准中规定

“原料乳须经巴氏消毒或其他等效的控制措施 ,以确

保产品符合公众健康保护的目的”。

食品进出口检验和出证法典委员会 (CCFICS)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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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食品卫生措施的等同性判定原则”,以减少

国际间因标准不一致而造成贸易壁垒的影响。我们

也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和对策研究 ,在我国食品卫

生标准与国际标准或进口国标准不一致时 ,应力图

证明它们之间的等同性。

414 　临时措施的应用 　WTO 成员在没有采用国际

标准 ,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提供充分的科学资料时 ,

还可根据 SPS 协定第五条第七款规定 ,提出“临时性

SPS措施”,当然这种措施也应有依据 (现有资料 ,或

已被其他国家采用的资料) ,而且要求该成员国积极

寻求必要资料 ,以便客观评估危险性 ,并在一定时间

内重新审核这些“临时性”措施。这也是 SPS 协定赋

予成员方的另一项权利 ,尽管应用“临时措施”有许

多附加条件 ,但是许多国家还是利用这一条款实施

了许多贸易保护措施。这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经验。

415 　重视通报 　根据 SPS 协定要求 ,成员方在实施

没有国际标准的 SPS 措施时 ,或实施的 SPS 措施与

国际标准的内容有实质不同 ,且可能限制或潜在地

限制出口国的产品出口时 ,进口国要向出口国及早

发出通知 ,并做出解释。我国作为 WTO 的成员方 ,

也要认真遵守通报义务 ,特别是所提出的标准与

CAC不一致时 ,应针对其他成员可能提出的质询作

出应对准备。

中国已经加入 WTO ,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对我国

的食品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它

是目前和将来我国食品卫生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过

程中的重要参考依据。与 CAC 接轨是我国食品卫

生标准发展的长远目标 ,但在接轨的过程中 ,我们也

不能一味追求“符合率”,而应根据 WTO 协定对成员

的权利义务的要求 ,客观、科学、合理地制定既符合

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又能保护消费者健康的食

品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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