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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品抽样队伍建设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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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比检验，抽样工作直接面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更可能受到规范性、代表性、公正性、随机性、时效性等方

面的考验甚至异议。随着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的纵深发展，对抽样队伍的要求也在逐渐提升。本文从人员、管

理、原则、奖惩等方面探讨我国专业化、职业化的食品安全抽样队伍建设，以期对相关工作提供更多思路。通过文

献搜集和综合分析，对我国食品安全抽样队伍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提出针对性措施。参考食品检查

队伍建设要求，明确资格条件，建立抽样人员信息库，加强考核评价，统一监督管理，可有效提升抽样队伍的专业技

能、责任意识和职业荣誉感，提升抽样工作质量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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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od sampl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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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inspection， the sampling work directly faces the food producers and operators，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be challenged and even raise objections in terms of standardization， representativeness， impartiality， 
randomness and timelines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sampling team increased gradu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 sampling team 
from the aspec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principle，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ideas for relevant 
work.  Through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is paper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sible 
problems of China’s food safety sampling team， and proposes the targeted measures.  Referring to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food inspection team， clarifying the qualification conditions， establishing the information base of sampling personnel， 
strengthen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nd unify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respon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pride of sampling tea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ampling work.
Key words： Food safety； sampling team； speci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作为食品

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以下简称“食品抽检”）越来越为食品生产经营者

所熟知，其受到的监督和异议也随之显著增加。抽

样工作因为直接面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抽样、

无人售货机、无人超市等特殊情况除外），在规范

性、代表性、公正性、随机性、时效性等方面可能会

经受更严格的考验，因此对于抽样人员的要求和相

关管理工作需持续提升。本文针对我国市场监管

系统食品安全抽样队伍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梳理，对专业化、职业化抽样队伍的建设，从人

员组成、统一管理、抽检分离及奖惩等方面进行了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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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抽样队伍现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总局）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1］（以下简称《抽检办

法》）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自行抽样或者委

托承检机构抽样。在实际工作中，两类抽样队伍开

展食品抽样各有利弊。

1. 1　监管部门抽样的利弊分析

1. 1. 1　监管部门抽样的优势

首先，监管人员熟悉所负责区域内的食品生产

经营者状况，方便统筹安排整体抽样工作。其次，

由于具备行政执法资格，且在日常监管中与食品生

产经营者接触沟通较多，监管人员较少遇到身份或

资质的质疑，开展工作相对便捷。另外，监管人员开

展抽样工作时更注意执行抽检工作规范，把握监管

靶向性［2］，如在抽样过程中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可

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时，可以直接开展执法检查，

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力。

1. 1. 2　监管部门抽样的短板

食品抽样专业要求非常强，抽样人员不仅要掌

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每年更新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实施细则》，同时也需要了解食品的属性、分

类、相关标准、无菌抽样［3］、样品缩分，以及检验项目

要求、生产工艺、关键信息记录等［4］。监管人员在专

业技术方面相对欠缺，出现抽错品种、抽样量不足、

关键信息未记录等情况的可能性更多［2］。

1. 2　承检机构抽样的利弊分析

1. 2. 1　承检机构抽样的优势

承检机构抽样具备专业技术优势，对前述各项

技术要求掌握程度更高，出现抽错品种、抽样量不

足等情况的可能性更少。同时，监管部门抽样人员

多数身负繁重的行政执法或其他事务性工作，而承

检机构一般均具备专职抽样队伍，其抽样人员被其

他工作分散精力的情况较少，客观上有利于其提升

抽样工作质量。

1. 2. 2　承检机构抽样的短板

承检机构的抽样人员更容易受到身份或资格

的质疑，被抽样单位可能难以沟通甚至逃避或拒绝

抽样，有时还会影响抽样人员的人身安全［5］；甚至有

的司法单位认为“抽样行为系属行政执法范畴”［6］，

不认可承检机构抽样人员的抽样资格。

食品抽样经常需要长途跋涉，承检机构抽样人

员可能不熟悉抽样区域，不了解各地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状况，在合理安排抽样行程、掌握抽样节奏、沟

通协调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困难，经常需要当地监管

人员的支持、配合。

部分抽样情形需要监管人员参与现场抽样［1，7］。

监管人员参与抽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可

能影响抽样地点和样品的确定，破坏抽样随机性和

样品代表性，降低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率。

2　专业化、职业化抽样队伍建设

由于承检机构和监管部门抽样各有利弊，因此

有必要优化现有食品抽样工作的组织管理流程，组

建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抽样队伍。通过搜集、查

阅相关文献和资讯，认为可参考食品安全检查员的

组织管理方式，强化对抽样人员的考核培训，统一

管理。

2. 1　主辅结合，拓宽抽样队伍来源

由于食品抽样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抽样人

员要经过相关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多数抽

样与行政执法密切相关，抽样人员安排应重点考虑

相关监管部门和承检机构。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的前提下，特定情况例如仅用于风险监测等

侧重调研、摸排的抽样，或可尝试将相关科研院所、

行业协会等作为辅助力量，但应排除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员。

2. 2　统一培训考核，发证入库管理

《抽检办法》明确要求“抽样人员应当熟悉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标准等的相关规

定、加强对抽样人员的培训和指导”。抽样单位一

般均能组织不同形式、不同频次的培训考核活动，

但培训内容的科学性、规范性、全面性还有提升空

间，培训考核效果的评价也参差不齐［2，8-9］。

除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外，培训内容还应

该包括人际沟通、电脑软件和移动 APP 操作，甚至

统计、规划、公文写作等，相关的案例分析和经验交

流也不可或缺。同时，培训时长和效果也应予以

保障。

从提升抽样严肃性和便于资格确认的角度出

发，建议借鉴执法检查人员或食品安全职业检查员

的管理方式，对抽样人员统一考核发证，建立人员信

息库，统一管理使用［8-12］，并对社会公示备查。鉴于

各地已建立食品安全职业检查员队伍，可以考虑将

食品抽样人员与职业检查员进行队伍整合，或将有

助于提升食品安全工作综合效能。

2. 3　增设信息化手段，确保随机性、公正性

2. 3. 1　抽样人员的主观因素影响

抽样工作可能会受到抽样人员主观意愿的影

响，从而出现不科学、不规范的情况。例如：为节约

采样成本，有意规避价格高的品种，只抽取廉价食

品；为缩短旅途，避开农村或远郊等偏僻地区，过多

地在城区抽样；为提高抽样速度，在同一被抽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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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集中抽取大量样品；另外，小作坊、小摊贩、小餐

饮等单位的食品安全风险更高，但其抵触抽样的情

况较多，有的抽样人员存在畏难情绪，往往不愿前

往抽样，导致抽样覆盖面不足，不利于有效发现食

品安全风险［2，13］。这些情况都会直接影响抽样工作

的随机性和公正性。

2. 3. 2　构建数据库，实行信息化操作

为提升抽样工作的随机性、公正性，建议出台

细致的抽样工作规范，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数据、以往抽检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被抽样单位名

录库，结合抽样人员信息库，实行互联网随机抽选

被抽样单位和抽样人员，最大化减少人员主观因

素，同时也能做到全程留痕、可追溯［2，8］。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库应及时更新，并设

定科学、合法的运行规则。抽样人员的随机安排应

体现回避原则和抽检分离要求，同时各地可相互借

鉴，例如浙江省率先推行的三种抽检分离方式［14］已

引起广泛关注。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省级及以下

食品抽检工作可尝试推广“异地抽样”，即安排抽样

人员在其工作地区之外开展抽样，以进一步减少可

能的“人情”干扰。

2. 4　统筹安排，减少重复抽样

2. 4. 1　重复抽样问题亟需解决

随着我国食品抽检工作的逐步深入，重复抽样

的问题逐渐显露，不但直接影响抽样工作的随机

性、公正性，妨碍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现和处置，也导

致了国家人力、财力的严重浪费。食品抽检工作涉

及国家、省、市、县四级，虽然市场总局统筹制定针

对全国的四级抽检计划，也要求合理分工避免重复

抽检［15］，但各级监管部门，尤其是不同地区的监管

部门，制定和组织实施食品抽检时难以充分沟通和

衔接，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之间任务重复、抽样对象

过于集中等现象屡见不鲜［16］。

2. 4. 2　优化被抽样单位确立规则

抽样人员的主观因素也是产生重复抽样的重

要原因之一。通过前述的信息化操作方式，优化被

抽样单位确立规则，统筹安排被抽样对象，可以更

好地避免重复抽样。目前市场总局已推行国家食

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抽检系统”），

并在其中设立了同一生产经营单位的抽样批次限

制、相同样品的重复抽样限制、不同级别抽检任务

的抽检对象限制等，但不同监管单位组织实施的抽

检任务的具体规则并不统一，抽检系统尚未实现针

对各级抽检工作的通盘要求，减少重复抽样的效果

还有待提升。

在建立被抽样单位名录库、细化抽检系统抽样

要求的基础上，建议打破不同数据库或信息系统之

间的壁垒，持续优化、更新抽样规则，尽量避免抽样

人员的人为选择。例如，已被抽样、多次抽样的，应

减少或不再抽样；未发现不合格样品或食品安全问

题的，减少抽样频次；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 总 局《食 品 生 产 经 营 风 险 分 级 管 理 办 法（试

行）》［17］要求，对食品安全风险等级低的适当减少抽

检频次等。由此，可减少因不同业态、不同抽样机

构以及抽样人员主观因素等［18］造成的各种重复

抽检。

2. 5　加强考核评价，明确奖惩和退出机制

抽样工作质量更多在于抽样人员的工作态度，

建立并实行有效的考核评价工作模型［19］及管理制

度，明确奖惩和退出机制，可增强其责任意识，激励

其提升抽样工作质量。对抽样人员的考核评价可

从能力、资质、信息记录、具体抽样情况等方面着

手，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对抽样组长、组员的考评要求应根据岗

位设置有所区别。对于满足预设考评要求的抽样

表 1　食品抽样人员考核评价方法

Table 1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food sampling personnel
考核评价要素

能力

资质

考评检查形式

基础要求

专业技能

资质要求

培训考核评价

上岗授权检查

考核评价要求

1.学历、专业、职称符合预定要求；
2.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
3.具备一定规划、汇总、统计、文字记叙水平；
4.具备一定电脑、打印机、抽样终端等设备的操作能力。

1.熟悉食品抽样检验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食品安全标准等抽样要求；
2.熟练掌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文件；
3.熟练掌握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及抽样终端的操作要求；
4.对被抽样单位涉嫌违法、拒绝抽样等问题具备一定辨识和处理能力；
5.能够根据具体要求编制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

1.具有抽样人员上岗授权证书或工作证；
2.签署公正性、保密性承诺书；
3.具备国家/省/市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人员资质（如需要）。

1.通过相关能力资质培训，经考核评价达到预定培训效果；
2.初次考核评价不满足要求的，应经过再次培训、考评并达到预定培训效果。

检查抽样人员上岗授权记录，具备有效上岗授权证书或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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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及时予以表彰、奖励，反之则应及时处罚。

如因抽样问题造成抽检结果失真、被提起异议或投

诉，存在“吃拿卡要”或其他违法违规等情况后，应

暂停或禁止相关人员参加食品抽样工作，并在抽样

人员信息库中进行记录或直接除名，构成违法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惩处。

3　结论

食品抽样与食品安全检查同是食品安全工作

的前沿阵地，其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类似，食品抽

样队伍建设建议参考国家对食品检查队伍的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要求［20］，明确资格条件，加强考核培

训和管理调配，并强化约束监督等。具体而言，通

过建立抽样人员信息库，统一发证管理，制定并贯

彻明确、细致、可操作的考核评价要求，将有效提升

其专业技能、责任意识和职业荣誉感，提高食品抽

样工作质量和成效，把好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的

第一道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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