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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不仅是消费者对食品最为关注的话题%也是国家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我国食品行业的快
速发展%各种新型!快捷!外卖!方便食品等已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各种食品添加剂检验!农兽药残留!食品内物质
及包装检验!食品生产规范性检验操作!过期食品的回收再加工等问题层出不穷%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工作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传统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已不能有效解决当前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_)体系可以使生产企业在早期阶段识别潜在的危害并及时进行调控%避免对消费者的健康和社会福利造
成伤害和损失" 该体系是食品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方法%备受国际食品业认可和青睐" 但当
前相关食品法规及注册规范并未对中小型食品企业应用 >+??_体系做出强制性规定%大部分企业受制于企业成
本!人才培训和管理等影响%主动应用 >+??_体系意愿不强" 本文通过总结 >+??_在我国食品企业的发展和应
用%促进 >+??_在食品企业的应用%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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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 5DfDFI D:DOBK<KD:I 3F<G<3DO39:GF9OT9<:G&>+??_#是对可能发生在食品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危害进行识别.评估&

进而采取控制措施的一种预防性食品安全控制方
法 , &,’- / >+??_通过对原料来源.生产.加工.仓
储.物流及销售等各环节及各生产加工环节中影
响产品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对各个环节中
可能产生的危害有针对性的提出预防措施&并建
立完善监控程序和监控标准&采取有效的防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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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将危害预防.消除或降低到最低检测限水平&
以确保食品加工者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安全的食
品 , #,!- / 该管理体系是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确保消
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基础&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
力和信誉度 , ),.- / 就目前而言&我国食品生产加工
企业对质量管理体系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中的构
建仍有待完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迫
切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为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构建.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保驾护航/ 食品加工
企业要有不断加强对企业自身质量管理的意识&
探索适合自己企业的 >+??_管理体系&使食品安
全切实落地/

&$>+??_的发展与应用
&/&$>+??_的发展

>+??_创立于 ’" 世纪 ." 年代初&美国最早运
用 >+??_的理念控制太空食品安全/ >+??_在
美国的成功应用&对国际食品加工.安全控制和管
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联合国粮农组织 "H+W#和
世界卫生组织"6>W#于 ’" 世纪 -" 年代后期开始
在世界各国大力推广/

’"世纪 ("年代初期&通过参加 H+W和 6>W等
国际组织培训&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大专院校和科研
院所开始了解和引进 >+??_&并开展一些应用探索
和科研/ 此后&>+??_应用主要在食品.农产品等领
域&历经二十多年&取得了长足发展&成效显著/
&/’$>+??_的应用
&/’/&$应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HS+#水产
品 >+??_法规

&((% 年&美国 HS+发布水产品 >+??_法规
"’&?H*&’#0&’!"#/ 为应对进口国强制要求&原国
家检验检疫部门帮助和指导出口企业建立实施
>+??_体系&并开展官方验证/
&/’/’$建章立制

’""& 年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成立&(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
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 "原国家质检总局第 ’" 号
令#和(食品生产企业>+??_认证管理规定)"国家
认监委 ’""’ 年第 # 号公告#等一系列规章发布实
施&>+??_认证.良好农业规范"]+_#认证制度和
出口食品企业 >+??_官方验证项目陆续建立&出
口罐头.水产品.肉及肉制品.果蔬汁.速冻蔬菜.速
冻方便食品等 . 类 ! """ 余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全
部建立实施了 >+??_体系/ >+??_官方验证结
果也获得美国 HS+认可并在其官方网站上链接验
证合格的企业名单&以此作为进口商验证的豁免

措施/
自此&我国出口食品企业虽又多次接受美国.

欧盟.日本.新加坡等进口国官方的严格检查&均得
到一致的认可和赞誉&扭转了以往的 *迎检+被动
局面/

’""#!’"") 年开展了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
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 + 中 *食品企业与餐饮业
>+??_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课题研究/ ’"". 年&中
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中编办#批准
在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成立 *国家食品安全
>+??_应用研究中心+/

’""% 年&国家认监委发布(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实施规则)&等同采用 [JW’’""" 标准建立了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制度"HJNJ#/

’""( 年中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鼓励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害分
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并将 >+??_的原则和理念
写入相关法条/

自 ’""’ 年起& 国家 认 监 委 每 年 召 开 全 国
>+??_应用与认证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五
届&征集 # """ 多篇相关论文&对推动和促进中国
>+??_应用发挥了积极作用/
&/’/#$巩固发展

一是出口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全面实施 >+??_/
’"&& 年&中国发布(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办
法) "原质检总局第 &!’ 号令#&要求所有出口食品
生产企业建立并实施基于危害分析的食品安全预
防控制体系 "即 >+??_体系 #&并通过制订发布
]P0Q’%#’"!’"&"(食品防护计划及其应用指南 食
品生产企业)指导出口食品企业为 >+??_体系打
上了食品防护的*补丁+/

二是出口食品监管采信 >+??_认证结果/ 通
过规范 >+??_认证活动和*放管服+改革&实现注
册备案监管采信 >+??_认证结果和监管联动/

三是开展国际互认/ ’"&) 年&中国 >+??_认
证制度正式获得*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HJ[#对标
承认&这是唯一一个亚洲国家获得 ]HJ[承认的认证
制度&也是第一个获得 ]HJ[技术认可的政府食品安
全认证方案&’"&- 年 - 月美国 ]+__ORKh认证方案
才获得 ]HJ[承认/

四是助力食品内外销 *同线同标同质+/ ’"&.

年&国务院部署开展出口食品.农产品内外销 *三
同+工程&把 >+??_和 ]+_认证作为制度支撑&
’ .). 家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和 &" ’)% 种产品实现
*三同+/

五是加强与美国 HS+合作/ 组织开展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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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食品安全现代化法)"HJN+#及相关法规的翻
译.研究等应对和借鉴工作&为输美食品企业开展
相关培训和咨询/

目前&已有 &/# 万家出口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建
立实施/ 有 ). 家经 ?=?+批准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对 - )&( 家食品生产加工和餐饮企业出具了
>+??_认证证书/ 有 . 家经 ?=?+批准的第三方
认证机构对 !%. 家乳制品企业认证&其中 &’! 家为
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 其他 ]HJ[承认的认证证书
) "’% 张"’"&% 年数据#/ 另外&还有 ]+_认证获证
企业 -(! 家.HJNJ 认证获证企业&! .(" 家/

’$体会&挑战与展望
’/&$体会

通过 ’" 多年在出口食品领域应用 >+??_的
实践&主要有六点比较深刻的体会$一是 >+??_七
个原理既有系统性&又有逻辑性/ 二是 >+??_应
用讲究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三是 >+??_注重
主动预防而非被动应对/ 四是 >+??_要求 *从农
田到餐桌+全过程进行危害分析&并针对显著危害
确定关键环节进行严格防控/ 五是 >+??_强调企
业主体责任&同时也是企业与第二方.第三方机构
和监管部门良性互动纽带/ 六是 >+??_与国际接
轨.行之有效/
’/’$挑战

一是对 >+??_的理解认识存在偏差&应用效果
大打折扣/ 例如&存在 >+??_应用与 >+??_认证.
>+??_计划与 >+??_体系的混淆&>+??_应用教
条化和模式化&甚至据中文译文望文生义&没有准确
理解掌握*显著"K<;:<4<3D:G#危害+.*关键"3F<G<3DO#限
值+和*纠偏"39FFA3G<UA#措施+等概念/ 二是(食品安
全法)及实施条例没有明确要求企业建立实施
>+??_体系&并作为企业自查和落实企业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的根本措施&而是把 >+??_的 % 个原则或
原理分解到几个法条中&导致企业和监管部门针对不
同的法条逐条执行落实&增加了执行和监管的困难&
大大降低了效能/ 三是在 >+??_应用上缺乏经济
社会效益分析&企业主动实施的意愿不足&而仅仅满
足于合规或获得认证/ 四是 >+??_实际运行效果
差&部分企业流于形式/ 五是相关企业.机构和监管
部门的人员专业能力尚需进一步提升/
’/#$展望

一是国内 >+??_应用和发展空间巨大/ 国内

获生产许可的 &!/- 万家食品生产企业和 #(!/- 万
家餐饮服务企业只有少数把 >+??_作为食品安全
控制手段/ 目前&婴儿配方粉企业建立实施 >+??_
是强制要求/ ’"&. 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监督大型
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
文件提出&鼓励大型食品企业积极推广 >+??_等
国际先进质量管理体系&逐步引导中小型企业
>+??_的应用 , %- /

二是机构改革为 >+??_应用提供组织保障/
改革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和国家食品安全
>+??_应用研究中心隶属负责国内食品安全监管
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监管和 >+??_应
用的技术支撑进一步强化/

三是 >+??_相关社会力量不断壮大/ 国务院
发布(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 促进全面质量管
理的意见)"国发1’"&-2# 号#&>+??_相关认证等
机构的能力.数量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 >+??_
应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

#$小结
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今天&食品生产企业和

检验机构进行 >+??_体系的严格实施&对关键食
品控制点建立 >+??_计划&积极主动进行食品安
全风险控制&同时更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以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
平&提高整个食品行业的预防意识&使 >+??_体系
得到充分发挥和应用&确保我国食品的品质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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