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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介绍我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状况。方法 　分析目前我国食品卫生存在的问题 ,介绍卫生部门

在加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方面所开展的 10 项重点工作。结果 　从危险性评估、危险性管理、危险性信息交流的角

度 ,提出了今后重点工作方向。结论 　中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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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troduce and analyze the status of food hygiene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Methods 　

The problems of food hygiene in China were analyzed. The 10 important strategies in terms of food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

were introduced. Results 　The tasks of the future work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risk assessment , risk management and risk

communication. Conclusion 　China could have great achievement in fields of food hygiene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 , and the

further improvements should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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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食品卫生得到显

著改善 ,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大大延长 ,霍乱、伤寒等

急性肠道传染病已得到有效控制 ,食品卫生监测合

格率大大提高。但是 ,伴随着食品加工的工业化 ,环

境污染、农村人口城市化 ,食品卫生问题也呈现出了

新的特点。我国面临的既有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 ,

也有新问题。卫生部门正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下称《食品卫生法》)和《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要求 ,

从食品安全和疾病防控的大局出发 ,开展了一些相

应的工作。

1 　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1. 1 　微生物污染仍是影响我国食品卫生的最主要

因素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导致的中毒人数最多 ,在

2003 年、2004 年和 2005 年全国报告的重大食物中

毒事故中 ,微生物性重大食物中毒的人数比例最高 ,

分别占当年总数的 4318 %、5811 %和 4310 %。我国

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的数据也显示 ,沙门菌、肠出血性

大肠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 3 种常见食源

性致病菌检测阳性率逐年上升 ,阳性率 2000 年为

411 % ,2001 年为 515 % ,2002 年为 10114 % ,2003 年

高达 13189 %。这意味着一旦这些耐药菌株引起食

源性疾病的暴发流行 ,疫情的控制和病人的治疗都

将面临较大的困难。

112 　源头污染和环境污染直接影响着食品的卫生

　我国农产品种植和畜禽养殖主要采用分散方式 ,

规模化水平较低。农药、兽药 (抗生素、激素)和禁止

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的滥用和残留是造成食品源头污

染的主要原因 ,如瘦肉精残留问题。此外 ,随着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 ,重金属污染和水污染日趋严重 ,环境

中的污染物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很容易导致健康损

害 ,如二　英的问题。

113 　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影响食品卫生 　部分食品

企业守法、诚信经营意识淡薄 ,违法生产、加工食品

现象屡禁不止 ,个别不法企业甚至存在故意制假造

假行为。例如 ,安徽阜阳发生的劣质奶粉事件造成

229 名婴儿营养不良 ,其中 12 人死亡。广东发生的

非法利用甲醇勾兑销售白酒事件 ,造成 44 人中毒 ,

11 人死亡 ,还有今年内蒙再次发生的空壳奶粉事

件。这些事件暴露出目前食品生产经营者法制意识

淡薄 ,无视法规标准规定 ,超剂量、超范围使用食品

添加剂 ,利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情况的严重

性。与此同时 ,我国现有的食品行业的整体素质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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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较低水平。在生产加工领域 ,规模化、集约化企

业比重低 ,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加工设备落后、卫生

保证能力差的手工及家庭加工方式在食品加工中占

相当大的比例。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

缺乏基本的食品卫生知识和操作技能 ,有的甚至未

经健康体检 ,带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农村

和城乡结合部的无证无照、违法生产加工食品的行

为屡禁不止 ,造成食品安全重大隐患。

114 　食品卫生领域的新问题不断发现 　近年来 ,随

着食品安全科技的发展 ,传统加工工艺的食品也不

断被发现具有安全隐患 ,如油炸淀粉类食品的丙烯

酰胺、酱油中的氯丙醇、油条中的铝残留等安全性问

题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

115 　消费者缺乏食品安全知识 ,自我防范意识弱 　

由于缺乏预防食物中毒的基本知识和鉴别有毒动植

物的能力 ,2005 年因误食或食用毒蕈、河　鱼、蟾蜍

等有毒动植物引起的中毒共计 65 起 ,1 426人中毒 ,

76 人死亡。

2 　食品卫生监管工作进展情况

根据《食品卫生法》赋予的职责 ,卫生部门主要

开展了以下工作。

211 　完善食品卫生法规建设 　为确保《食品卫生

法》的顺利实施 ,卫生部根据该法有关规定 ,结合食

品卫生监督实践 ,从保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出发 ,制

定了 90 余个配套规章 ,涉及食品及食品原料、食品

包装材料和容器、食品卫生监督处罚、餐饮业和学生

集体用餐等各方面的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

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 ,也制定实施了地方配套法规 ,

初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较完善的食品卫生法规

体系。

212 　加快完善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体系 　食品卫生

标准是食品卫生法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卫

生部已制定颁布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近 500 个 ,已基

本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 ,由基础标准、产品标准、行

为标准和检验方法标准所组成的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体系 ,已基本覆盖了食品 (包括食用农产品) 从原料

到产品中涉及健康危害的各种卫生安全指标和大多

数食品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包括原料收购与验收、

生产环境、设备设施、工艺条件、卫生管理、产品出厂

前检验等各个环节的卫生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和实施《行政许可法》后 ,卫生部门结合食品卫生监

督实践 ,根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要求 ,组织

对原有法规和标准进行了清理修订 ,逐步实现与国

际结轨。

213 　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建设 　通过各级卫生行政

部门的努力 ,已经建立了从县、地 (市) 、省到国家的

四级卫生监督技术支撑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全国

共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约 20 万人 ,卫生监督员约

10 万人 ,承担食品卫生、职业卫生、医疗机构和血站

等监督执法的任务。通过卫生监督体制改革 ,按照

依法行政、政事分开和综合管理的原则 ,调整卫生资

源配置 ,成立卫生监督机构。各地卫生部门正在继

续深化卫生监督体制改革 ,以进一步转变政府卫生

行政职能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加强卫生行政部门的

执政能力。

214 　加强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21411 　规范行政许可项目 ,严格市场准入 　一是加

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管理。2001

年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卫生许可证清理专项

检查工作 ,2004 年又组织对全国食品生产企业的卫

生许可证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撤销了卫生许可证 ,对有乱

发证行为的监督机构进行了通报 ,并追究了有关执

法人员的责任。二是根据国务院《决定》和《中编办

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关问

题的通知》精神 ,卫生部门仍负责食品生产经营的卫

生许可 ,为规范和加强此项工作 ,卫生部已于 2006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

明确了食品卫生许可发放范围、申请和发放条件、发

放的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加强对食品添加

剂、新资源食品等产品的卫生许可管理 ,制定了具体

的技术审查工作规范、程序和标准 , 不断增强审批

工作的公开性、公正性和透明度 ,保证了进入市场的

食品产品的卫生状况。

21412 　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开展食品放心工程 　按

照全国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工作和国务院《食品药品

放心工程》工作要求 ,卫生部针对食品卫生领域存在

的突出问题 ,制定方案 ,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2006 年整治的重点是农村食品、保健食品、餐饮业、

食品卫生许可证、食品添加剂。

21413 　加强食品市场监管 ,扩大监督抽检范围 ,加

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卫生部

就建立了产品抽检制度 ,近年来这项工作从工作制

度、抽检产品范围、不合格产品的查处、省际间的信

息沟通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6 年 ,卫生部

对抽检发现的近 80 种非法添加药品的保健食品进

行了查处。近年来 ,卫生部先后组织或派人参与对

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食品卫生事件进行查处。例

如 ,组织对江苏南京及湖北利川毒鼠强投毒事件、辽

宁海城学生豆奶事件、吉林松原豆奶饼干事件、温州

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奶粉原料事件进行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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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参与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广州假酒事件、内蒙

空壳奶粉事件的调查处理。

21414 　加强餐饮业和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的监

督管理工作 　根据《决定》和中编办职能分工规定 ,

卫生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将餐饮业

和学校食堂中推行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作为

工作重点 ,以提高监督的效率和监督的透明度 ,督促

餐饮业树立守法意识和诚信意识 ,加强社会和群众

监督 ,同时还制定下发了《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卫生规范》,规范餐饮经营行为 ,维护消费者健康

权益。认真贯彻实施《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

生管理规定》、《学校重大食物中毒责任追究暂行规

定》等 ,定期会同教育部组织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和督

察活动 ,促进学校增加对学校食品卫生工作的投入 ,

改善学校食堂的卫生条件。卫生部还与建设部联合

下发了文件 ,要求各地加强对建筑工地食堂的卫生

管理。

21415 　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食

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是在借鉴国外食品安全监

管经验的基础上 ,通过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风

险度和信誉度量化评价和分级确定监管重点 ,对高

风险、低信誉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的科学监管模式。

卫生部从 2002 年开始在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单位

实施此项制度。卫生部还制定了食品卫生监督量化

分级管理标示规范 ,要求企业在明显位置展示和告

知其食品卫生信誉度等级 ,以便于消费者在信誉度

高的企业选购食品或就餐 ,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此外 ,食品生产企业也可根据食品卫生信誉度等级

情况选择原料供应单位 ,防止或减少食品安全的隐

患。截止目前 ,这项工作进展顺利 ,效果显著 ,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 ,也得到广大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普遍认同。

21416 　制定食品卫生安全政策、规划 ,颁布《食品安

全行动计划》　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式 ,卫生部在

全面分析我国食品卫生状况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的

经验 ,制定了《食品安全行动计划》,确定卫生部门 5

年的食品卫生工作目标、行动策略及评价指标 ,分

步、分阶段解决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 ,全面提高

我国食品安全控制水平。《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包括

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 ;建立和完善食品污染物

监测与信息系统 ;完善食源性疾病的预警与控制系

统 ;建立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自身管理的食品安

全监管模式 ;建立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卫生监督体

制和技术支撑体系五大方面内容。目前 ,已经按照

《食品安全行动计划》的部署和规划 ,开展了相关工

作。

21417 　推行良好生产规范 ( GMP) 管理和危害分析

关键控制点技术 ( HACCP) 管理体系 　GMP 和

HACCP是目前世界各国加强食品安全控制的主要

手段之一。卫生部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 ,

推进食品卫生管理技术的应用 ,推行良好生产规范

( GMP)管理和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技术 ( HACCP) 管

理体系。目前已经颁布了《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

范》、《膨化食品良好生产规范》、《饮料企业良好生产

规范》、《乳制品企业良好生产规范》、《蜜饯企业良好

生产规范》、《熟肉制品企业生产卫生规范》;发布《关

于印发食品企业 HACCP 实施指南的通知》,目前正

在编写《各类食品企业 HACCP 实施指南》、《餐饮业

HACCP 实施指南》。实行食品生产经营的规范化管

理 ,促进企业完善自身卫生管理 ,将有效提高食品企

业卫生安全管理水平 ,提高食品生产加工的技术附

加值 ,增强国产食品出口竞争力。

21418 　完善食品污染物监测网 ,开展危险性评估 　

卫生部从 2000 年开始建设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

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 ,经过 5 年的努力 ,监测点已扩

展到全国 15 个省 ,覆盖我国主要产粮区 ,70 %以上

人口。重点对食品的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以及致

病菌进行连续监测。通过连续监测 ,卫生部已积累

了相关的监测信息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 ,为采取有

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及制定我国

的食品卫生标准提供科学依据。卫生部还组建了危

险性分析的专家队伍 ,及时收集和分析食品危害研

究情况 ,开展危险性评估 ,及时发布预警公告。卫生

部已将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信息用于食

品安全预警工作 ,及时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了

通报 ,提请行业主管部门采取措施 ,控制食品污染。

21419 　参与 CAC 工作 　经过各方努力 ,在今年召

开的第 29 届 CAC 大会上 ,我国成功当选国际食品

添加剂法典委员会和国际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主持

国。卫生部和农业部将分别负责国际食品添加剂法

典委员会和国际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主持国的具体

事宜。1986 年我国加入 CAC ,并成立由 7 部委组成

的国内协调小组 ,卫生部任组长单位 ,设秘书处负责

国内食品法典工作协调。秘书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

作 :审议国际食品法典标准草案 ,牵头制定降低树果

中黄曲霉毒素的操作规范等标准 ;参与国际竹笋、腌

菜、方便面等标准的制定工作 ;对大米黄曲霉毒素限

量、兔肉有机氯残留、菜籽油的安全性和辐照食品以

及食品中污染物等问题提出了科学和详实的调查研

究数据 ,承办 CAC亚洲地区食品标准协调会及第 32

次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法典委员会会议 ,开展国际

食品法典交流。这些工作维护了我国食品贸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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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促进了我国食品卫生标准、法规与国际接轨。担

任主持国工作标志着我国参与 CAC 工作的新的里

程碑。

214110 　广泛开展食品卫生宣传教育 　从 1996 年

开始 ,卫生部将每年 11 月的第一周确定为“全国食

品卫生法宣传周”,每年宣传一个主题 ,重点解决一

个群众关心的食品卫生问题 ,向全社会宣传食品卫

生知识 ,普及食品卫生法律规范。卫生部还积极探

索食品卫生宣传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在 2002 年联合

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在全国开展了“舒心旅途 ,

放心食品”宣传活动。同时 ,我们定期公布食品卫生

信息 ,加大对食品卫生问题的曝光力度 , 通报食物

中毒发生情况 ,公布食品卫生监督举报投诉电话 ,发

动群众参与对食品卫生的社会监督 ,认真接受和调

查群众举报的违法案件 , 打击违法行为。

3 　今后的举措

　　食品卫生工作是一个危险性管理的过程 ,卫生

部将依照科学管理的理念 ,按照国务院《决定》的要

求 ,从危险性评估、危险性管理、危险性交流三个方

面予以加强。具体举措如下。

(1) 完善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

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工作 ,开展危险性评估。要继续

开展食品中化学、生物污染物、食源性疾病监测与评

价 ,扩大监测点 ,扩展监测项目 ,建立健全网络数据

库 ,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 ,开展食品中病原危害的危

险性评估 ,提高对生物性食源性疾病病原的溯源能

力。继续完善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2) 完善食品卫生法规标准体系。根据危险性

评估结果和监督执法实践 ,借鉴其他国家的管理经

验 ,近期计划制定《食品营养标签管理办法》、《食品

包装材料卫生管理办法》、《食品卫生管理员规范》、

《不合格食品召回制度》等。

(3) 落实食品专项整治和国家卫生监督抽检的

各项任务 ,加强监督执法工作。

(4)加强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和新闻媒体

的信息沟通 ,敦促企业树立食品生产经营者是第一

责任人意识 ;鼓励消费者参与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引

导他们正确选购食品和接受服务 ;引导新闻媒体科

学、客观报道食品卫生的有关信息 ,报道中正确把握

企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和消费者的责任。

(5)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配合 ,共同构建食品卫

生安全的坚固防线。除卫生部门外 ,质检、工商、农

业、商务、环保、药监等部门在食品监督方面也赋有

重要的职能 ,卫生部门将加强与其他执法部门的联

系与沟通 ,努力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执法链条 ,避免

出现执法的漏洞 ,以确保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收稿日期 :2007 - 01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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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召回体系。方法 　采用横向对比法 ,重点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 3 种食品召

回模式及其异同。结果 　所分析国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食品召回法律法规体系 ,拥有相应的评估机制和明确的实

施程序 ;同时 ,各国在执行时也各有特色。结论 　建议我国健全食品召回法规 ,实行主动召回和强制召回 ,构建有

效召回管理体系 ,引入危险性分析方法 ,完善食品溯源系统和建立顺畅的召回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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