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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应当建立一套完善.可操作.针对性强的标准
体系/
#/’/’$建立标准审查制度

鉴于植物新食品原料的特殊性&其标准评审应
组建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的建立应当参考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形
式&有针对性的增加部分相关专业背景的评审专
家/ 除了应当包括食品产品.检验方法.生产规范
以及相关行业协会专家以外&还应当增加植物学.
中医学.中药学.新食品原料评审等相关专业背景
的专家&在标准审评委员会组织召开会议时&遵循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专家的评审原则和
评审方式/
#/’/#$构建适应新食品原料的标准框架

植物新食品原料标准的制定应当参考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基本结构)的框架体系要求&对于有
必要制定有效成分的检验方法&应当结合植物新
食品原料中特征性指标项目&制定配套的检验方
法’对于有必要制定原料加工过程的卫生规范&应
当结合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加工特点&制定配套的
食品加工过程的生产规范/ 其标准框架应当参考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标准.生产卫生
规范标准/

在指标方面&对于植物新食品原料的标准&公
告中一般都有质量规格的要求&因此其标准中除了
包括必要的卫生安全指标外&还应当包括必要的质
量规格要求/ 建议主要涵盖范围.术语和定义.原
料要求.感官要求.质量规格要求.污染物限量.微
生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及其
他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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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梳理分析现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管理提出建议" 方法$收集 ’"&’ 年以

来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布实施的 ’!! 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对照#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

的相关要求%对标准的类别!范围!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 结果$现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

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地方特色食品,概念不清晰!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内容及制定范围不一致等" 结论$建议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管理围绕清理现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地方特色食品概念!加快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等

方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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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共同组成/ 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作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补充&健全了我国食品
安全体系&但也存在着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交叉.
重复的问题/ 本研究对 ’"&’ 年以来各省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发布实施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进行了
梳理和分析&总结了主要存在的问题&并就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管理提出建议/

&$资料来源
’"&’ 年以来&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布实

施并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备案的 ’(" 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其中除 !. 项已经废止外&现行有效的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共 ’!! 项/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概况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范围

依照(食品安全法 ) , &-的要求&*对地方特色
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并公布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 ) , ’-中&规定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包括地方特色食品原料及产品.地方
特色食品产品标准配套的检验方法与规程.地方
特色食品产品标准配套的生产经营过程卫生要
求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通用标准或食品产
品标准等已经涵盖的食品类别.检验方法.婴幼
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不得制定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分布
’/’/&$地区分布

截止 ’"&- 年 & 月&在 ’) 个发布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重庆市.吉林省.上海
市.云南省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数量较多&分
别占现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总数量的 &’/-^
"#%0’("#.&&/%^"#!0’("#.(/#^"’%0’("#.(/"^
"’.0’("#&详见表 &/

表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地域分布

QDEOA&$]A9;FDT5<3DOI<KGF<ERG<9: 94TF9U<:3<DO499I

KD4AGBKGD:IDFIK

地区 标准数量0项 占比 0̂

安徽省 ’ "/%

福建省 # &/"

广东省 -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

贵州省 ’& %/’

河北省 ( #/&

河南省 && #/-

黑龙江省 ’ "/%

湖北省 ( #/&

湖南省 . ’/&

吉林省 #! &&/%

江苏省 &# !/)

辽宁省 . ’/&

内蒙古自治区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

青海省 # &/"

陕西省 &! !/-

上海市 ’% (/#

四川省 # &/"

天津市 & "/#

西藏自治区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

云南省 ’. (/"

浙江省 . ’/&

重庆市 #% &’/-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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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分布
’!! 项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包括

食品产品标准 &%# 项.生产经营卫生规范标准 ’&
项.检验方法标准 !( 项.其他标准"食品包装要求#
& 项&见表 ’/ 已发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类别除 &
项食品包装要求标准外&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表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类别分布

QDEOA’$?ODKK<4<3DG<9:K94TF9U<:3<DO499I KD4AGBKGD:IDFIK
标准类别 标准有效数量0项 占比 0̂

食品产品 &%# %"/(

生产经营卫生规范 ’& -/.

检验方法 !( ’"/&

食品包装要求 & "/!

合计 ’!! &""/"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分析
’/#/&$食品产品标准

&%# 项食品产品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复合
调味料.乳制品.糕点三个类别的标准数量较多&分
别占产品标准总数的 &&/.^ " ’"0&%# #. &&/"^
"&(0&%##和 -/&^"&!0&%##&详见表 #/

表 #$食品产品标准类别分布

QDEOA#$?ODKK<4<3DG<9:K94TF9U<:3<DO499I KD4AGBKGD:IDFIK

9: 499I TF9IR3GK
产品标准类别 标准数量0项 占比 0̂
复合调味料 ’" &&/.
乳制品 &( &&/"
糕点 &! -/&
肉与肉制品 &# %/)
粮食制品 &’ ./(
发酵酒及蒸馏酒 && ./!
代用茶 - !/.
饮料 % !/"
茶及茶饮料 . #/)
冲调谷物制品 ) ’/(
动物性水产品 ) ’/(
豆制品 ) ’/(
酱腌菜 ) ’/(
餐饮即食食品 ! ’/#
植物油 ! ’/#
香辛料 # &/%
畜禽产品 ’ &/’
果蔬制品 ’ &/’
瓶装水 ’ &/’
食用菌及其制品 ’ &/’
蛋制品 & "/.
豆芽 & "/.
坚果籽类 & "/.
蜜饯 & "/.
食用农产品 & "/.
糖及糖制品 & "/.
调味面制品 & "/.
盐 & "/.
其他 &. (/’
合计 &%# &""/"

注$其他类包括以新食品原料为原料的食品产品.冷藏膳食等产品
标准

$$表 # 中的食品产品类别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
涵盖的食品类别基本保持一致&但部分产品标准涉
及的食品及食品原料较为特殊&见表 !/

表 !$产品标准涉及特殊食品原料的情形"$b&%##

QDEOA!$JTA3<DO499I <:;FAI<A:GKFAODGAI G9G5ATF9U<:3<DO

499I KD4AGBKGD:IDFIK
食品原料所属情形 标准数量0项 占比 0̂

地方特色食品 )# #"/.

已被列入药典的原料作为食品 ) ’/(

食品原料涉及药典中列入物质的非药用部位 ’ &/’

被新食品原料批准的食品原料 . #/)

缺乏作为普通食品依据 ’ &/’

$$*地方特色食品+是新版(食品安全法)提出的
新概念&一般被解读为在部分地域有 #" 年以上传统
食用习惯的食品&包括地方特有的食品原料和采用
传统工艺生产的.涉及的食品安全指标现有标准不
能覆盖的食品/ 在 &%# 项现行有效的食品产品类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中&)# 项标准属于加工方式具有地
方特色或仅在局部地区有传统食用习惯的食品&占
备案产品标准总数的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
民族特色乳制品系列标准.云南三七花.西藏糌
粑等/

) 项产品标准涉及列入药典的食品产品或产品
相关原料 , #- &涉及的标准包括食品原料用人参.食
品原料用人参提取物.食品原料用人参粉.葛根粉.

火麻籽油/ ’ 项产品标准涉及的食品产品为药典中
物质的非药用部位&包括三七花和三七茎叶/

. 项产品标准涉及的食品产品或食品相关原料
被批准为新食品原料&涉及的标准包括玛咖干制
品.食用玫瑰花馅料.元宝枫油.食品原料用人参.

食品原料用人参提取物和食品原料用人参粉 , !,%- /
’ 项标准涉及的食品产品缺乏可作为普通食品食用
依据&包括食品原料用人参提取物和玛咖干制品/

其中玛咖干制品中涉及的玛咖粉依据(关于批准玛
咖粉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 , !-可作为食品原料使
用&但玛咖干果和玛咖干片未有相关依据/
’/#/’$检验方法标准

)& 项现行有效的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中&有 ’" 项标准为非法添加.鉴别掺假的检验方
法标准&占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总数的
#(/’^’% 项标准为致病菌.病毒.真菌毒素的检验
方法’’ 项为农药.兽药残留检验方法’& 项检验方法
的检测指标与食品安全无关&详见表 )/
’/#/#$生产经营卫生规范标准

’& 项现行有效的生产经营规范类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中&只有 & 项与地方特色食品相配套/ - 项
涉及餐饮环节的操作规范&’ 项涉及食品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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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涉及情形"$b)&#

QDEOA)$J<GRDG<9:KFAODGAI G9G5ATF9U<:3<DO499I KD4AGB

KGD:IDFIK9: MAG59I 49FGAKG<:;
检验方法标准情形 标准数量0项 占比 0̂

非法添加.掺假鉴别检验方法 ’" #(/’

微生物及真菌毒素 % &#/%

农药及兽药残留 ’ #/(

检验指标与食品安全指标无关 & ’/"

与地方特色食品相配套 " "/"

生产&’ 项涉及冷鲜禽加工规范&’ 项涉及冷藏.冷冻
膳食生产经营规范’另有 ! 项涉及具体产品生产&包
括乳制品.熟肉制品.调味品以及糕点’还有 # 项豆
芽的生产卫生规范&见表 ./

表 .$生产经营卫生规范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分类

QDEOA.$?ODKK<4<3DG<9: 94G5ATF9U<:3<DO499I KD4AGB

KGD:IDFIK9: 39IA94TFD3G<3AK

食品类别 标准数量0项 占比 0̂

乳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 !/-

冷鲜禽生产经营卫生规范 ’ (/)

豆芽生产卫生规范 # &!/#

调味品生产卫生规范 & !/-

熟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 !/-

糕点生产卫生规范 & !/-

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 ’ (/)

餐饮环节卫生规范 - #-/&

冷藏膳食生产经营卫生规范 ’ (/)

合计 ’& &""/"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存在的问题
#/&$*地方特色食品+概念不清晰

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只有地方特色食
品及其配套的检验方法及生产经营规范可以制定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目前尚无对于地方特色食品
概念的权威解读&*在部分地域有 #" 年以上传统
食用习惯的食品&包括地方特有的食品原料和采
用传统工艺生产的.涉及的食品安全指标现有标
准不能覆盖的食品/+仅仅是各省目前从地方食品
安全管理角度取得的共识&但这一理解尚未通过
法规方式确定/ 例如&仅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加
工工艺&但不产生新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的&是否
属于地方特色食品’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需要的小
作坊.特定食品的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是否
应列入地方特色的范畴’在局部地区有食用习惯&
但其安全性已经过充分评价&可以按照普通食品
类别管理的食品原料是否属于地方特色食品’已
经列入药典的动物.植物等原料&其非药用部位是
否属于地方特色食品等/ 明确地方特色食品的概
念&避免标准制定过程中过于主观的判断&有利于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工作的高效开展/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内容
重复或不一致

在现行有效的 &%# 项食品产品类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中&.( 项标准的食品安全指标可以执行通用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项标准的食品安
全指标可以被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现行
有效的食品卫生标准涵盖’&" 项标准中所涉及的食
品产品正在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布后
可涵盖相关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食品安全指标/
同时在可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涵盖的食品安全
指标中&% 项食品产品标准的食品安全指标宽松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存在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一
致的情况&见表 %/

表 %$食品产品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比较"$b&%##

QDEOA%$?9MTDF<K9: EAGVAA: TF9U<:3<DO499I KD4AGB
KGD:IDFIKD:I :DG<9:DO499I KD4AGBKGD:IDFIK9: 499I TF9IR3GK

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关系 标准数量0项 占比 0̂

可执行通用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食品安全指标宽松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已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正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 项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相关
检验方法已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占检验方法
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总数的 !#/&^" ’’ 0)& # ’ ’
项标准的相关检验方法正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占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总数的
#/(^" ’ 0)&# /

) 项生产经营卫生规范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涉
及内容已发布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正在制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占生产经营卫生规范类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总数的 ’#/-^")0’&#/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
范围不一致

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有 ’" 项标准
为非法添加.鉴别掺假的检验方法标准&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体系并未纳入针对*打假+的检验方法
标准/ # 项生产经营卫生规范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涉及豆芽&而豆芽作为农产品&不再按照食品制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建议
目前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依旧存在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矛盾.重复.冲突的情况&如何合
理.合法的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需要主管部门
进一步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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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现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加强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管理

对于目前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情况&国家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应考虑加强管理力度&及时修订 (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健全管理制度&使省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工作上有
据可依/

对于已经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不应再重
复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而对于已发布的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布后&应及
时废止&真正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做到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补充/ 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及相关规
定中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条件的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包括农产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农药兽药残留.列入国家药典的物质"列入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的除外#.
无可作为普通食品使用依据的产品标准.非地方特
色食品的产品标准等&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及
时清理.修订或废止&确保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与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不存在重复.矛盾&维护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唯一强制性/
!/’$进一步明确地方特色食品概念

建议尽快发布(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或(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对地方特色食品的定
义.范围.地方特色食品应当重点管控的食品安全
内容加以明确/ 做好地方特色食品与新食品原料.
食品药品物质管理的衔接&在修订 (新食品原料管
理办法)和食品药品物质目录时考虑划清新食品原
料与地方特色食品的界限&避免出现管理空白或交
叉/ 对于仅在局部地区有食用习惯.有地方特色的
特殊食品原料&经过科学.充分的食用安全性评价
程序后&也可考虑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对于如
传统中药材的非药用部位等有传统食用习惯的*特
殊+食品&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的制定上应有更大的空间&在落实国家 *放
管服+政策的同时&也减轻国家新食品原料行政许
可的工作量&将各级行政资源有效利用/ 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管理的思路应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的构建思路相一致&并与进口食品的管理模式相衔
接/ 很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涉及的食品产品&均属

于可以适用通用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或者
由已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原料经物理加工
混合而成的产品/ 建议对这些食品应采用与*进口
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相一致的管理模式&
即不需要另行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通过对应相
应的食品类别适用通用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
根据原料的标准适用情况进行折算加以管理/ 一
方面可以避免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过于散乱&另一方
面可以使进口食品与国内食品在食品安全监管时
采用同样的处理原则/
!/#$加强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建设

在 )& 项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有
’" 项检验方法内容涉及到食品在非法添加物质的
检验方法以及鉴别食品掺假的检验方法&同时地
方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食品安全快速检验方法的
需求也与日俱增/ 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中&暂未考虑纳入上述几类检验方法标准/ 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充分说明了食品安全监管需
要这些检验方法的标准化/ 虽然这些检验方法标
准并非与地方特色食品相配套&在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下也不适合作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发布&
但应进一步考虑纳入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中&或单独构建相应强制性标准方法体系以满足
食品安全监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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