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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进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化,加强与公众的食品安

全信息交流,充分发挥公众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作

用,维护公众利益。 二是严格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 的要求,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
全程控制,使食品安全管理的关口前移,发挥过程

监管的作用。 三是按照《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开展

食品召回及管理的同时,考虑从法规和管理等方面

多措并举,加快培养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真

正落实企业在食品安全中的第一责任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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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up
 

evaluation
 

of
 

food
 

safety
 

standard
 

is
 

an
 

important
 

legal
 

system
 

determined
 

by
 

the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follow-up
 

evaluation
 

of
 

food
 

safety
 

standard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standard
 

follow-up
 

evalu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role
 

of
 

follow-up
 

evaluation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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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事关公众健

康的公共卫生问题,还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社会

稳定的政治问题 [ 1] 。 食品安全标准作为食品领

域唯一的强制性标准,是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保

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 标准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而执 行 的 效 果 就 需 要 通 过 跟 踪 评 价 进 行 反

馈。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第三十二条

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

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农业行政等部门,分别

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

行跟踪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修订食品安全

标准 [ 2] 。 本研究分析了浙江省食品安全标准跟

踪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并探讨了工作改进建议,
以期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

法和机制提供思路和参考。

1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定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规范( 试行) 》 [ 3]

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的定义是: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标准实施情况

并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标准实施和标准修订相关

建议的过程。 虽然该文件已宣布失效,但其制定的

跟踪评价方法仍然被各地广泛采用 [ 4] 。 跟踪评价

工作包括:标准贯彻落实和执行情况,推进标准实

施的措施及成效,标准指标或技术要求的科学性和

实用性,其他需要跟踪评价的内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应当以保障

公众健康为宗旨,坚持科学合理、依法高效、客观公

正、真实可靠的原则。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跟踪评价

参照国家标准执行。

2　 浙江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2. 1　 工作模式

浙江省自 2013 年正式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跟踪

评价工作,原省卫生监督所作为全省标准跟踪评价

技术指导牵头单位,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作为参与单位按照国家方案部署开展标

准跟踪评价工作,该模式的特点是:由国家下达跟

踪评价计划任务, 相关省份具体组织实施。 2018
年,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跟踪评价省级协作组工作

方案 [ 5] ,浙江省作为饮料及冷冻饮品类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跟踪评价省级协作组牵头单位开展工作,并
作为参与单位参与水产及其制品类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跟踪评价省级协作组工作,该模式的特点是:
国家不再下达具体计划任务,而是由协作组自主组

织并落实相应类别标准的中长期跟踪评价工作。
2019 年,浙江省由于机构改革调整,撤销了省卫生

监督所,全省标准跟踪评价省级技术指导牵头单位

调整为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跟踪评价

工作除继续落实省级协作组各项工作要求外,还首

次尝试创立了省内“ 1+1 模式” ,即由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协作组的标准跟踪评价

工作,同时引入高等院校专家团队作为第三方机构

对收集到的调查问卷进行质量评价和专业的统计

分析。 此外,在浙江省标准跟踪评价历年的实施过

程中,卫生部门与市场监管、农业监管等部门的协

同配合越来越被重视。
2. 2　 工作内容

浙江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内容和方

法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现场调研等方式开展,并在

此基础上,针对梳理出来的跟踪评价意见或建议,
适时召开专题研讨会组织研究,对部分需要实验室

验证的标准组织开展验证工作。 调查对象填写的

调查表通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开设

的意见反馈平台统一上报,涉及浙江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的通过地方标准意见反馈平台上报。
2018 年以前,根据国家跟踪评价方案的总体部

署,结合省内实际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

作,主要包括列入修订计划的标准、部分涉及面广

的重点标准或公众、行业关注的国家标准和浙江省

发布的地方标准。 跟踪评价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调

查了解标准贯彻落实和执行情况,分析评价标准执

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标准贯彻实施和标准修订相

关建议,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促进食品安全

标准的贯彻实施。 2018 年以后,浙江省作为饮料及

冷冻饮品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省级协作

组牵头单位,组织协作组成员单位为分年度自主开

展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跟踪评价以食品产品为对

象,采用量化评分的方式,开展专项评价,横向评价

不同类别食品产品涉及的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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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和完整性等内容。 主要包括标准适用范围

是否合理,在通用标准中对应的食品分类是否清

晰,引用通用标准是否适当,涉及通用标准中各项

安全指标要求是否合理,标签要求是否合理,生产

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是否满足食品安全需要,产品

所适用的其他推荐性标准与食品安全标准是否存

在交叉、矛盾,产品标准所引用的检验方法是否可

行等。
2. 3　 工作开展情况

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无论以何种模式开展,最终

都体现在反馈意见的收集上。 2013—2019 年,浙江

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意见收集量整体呈逐年

上升趋势,虽然在 2018 年受工作模式调整期的影

响,意见收集量有所下降,但 2019 年采用省级协作

组工作模式后,跟踪评价意见收集量达到历年最高

值,见图 1。 收集的意见全部录入食品安全标准跟

踪评价意见反馈平台,为科学评判食品安全标准的

执行情况提供数据参考。

图 1　 2013—2019 年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有效问卷数量

Figure
 

1　 Feedback
 

number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follow-up
 

evaluation
 

from
 

2013
 

to
 

2019

通过跟踪评价执行的效果看,食品产品标准专

项跟踪评价模式要明显优于往年的常规跟踪评价

模式,一是食品专项评价的工作模式重点突出、针

对性强、 效 果 明 显。 2019 年 共 收 集 到 有 效 问 卷

1
 

046 份,有效率为 90. 9%(1
 

046 / 1
 

151) ,有效问卷

数量和意见数量均为历年最高值。 二是对标准中

的关键技术问题采用量化评分的方式,可以清晰地

反映出标准执行过程中反馈较好或尚需改进之处。
此模式发挥出了标准跟踪评价应有的作用,有利于

对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综合全面的客观分析。
以 GB

 

7101—2015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为例,通过标准跟踪评价量化评分结果发现,调查

对象对该标准的整体评价得分均较高,说明标准在

实施过程中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较好,见表 1。 同时,
评分相对较低的条目提示可能存在修订建议,需要

进一步梳理分析,例如:对固体饮料内容存在较多

疑问,建议增加固体饮料具体冲调比例,建议统一

相关指标的检测方法,建议进一步明确标准适用范

围等。 食品产品专项跟踪评价与常规跟踪评价比,
前者反馈的意见更具有针对性。

表 1　 GB
 

7101—2015 评价表

Table
 

1　 GB
 

7101-2015
 

evaluation
 

form
项目 评价得分

1. 该标准有利于控制健康危害因素。 4. 49

2. 该项标准有利于食品行业发展。 4. 43

3. 该项标准有利于监管部门开展工作。 4. 44

4. 该项标准中文本结构设置合理。 4. 44

5. 该项标准定义清晰。 4. 41

6. 该项标准规定的应用范围合理可行。 4. 40

7. 该项标准中的指标设置合理可行( 不包括引用通用
标准中的限量指标) 。

4. 32

8. 该项标准中不存在编辑性错误。 4. 46
9. 该项标准中涉及的检验方法可操作性强。 4. 39
10. 该项标准与其他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相互协调。 4. 41
11. 该标准监管执行成本可接受。 4. 27
12. 该标准企业执行成本可接受。 4. 28

注:评价得分用 0 ~ 5 分标示,依次表示为不了解、完全不赞同、不赞

同、一般、赞同、完全赞同

3　 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存在的困难和改进建议

食品安全标准是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确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

跟踪评价的目的从广义上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从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等角度进行评价,发
现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我

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二是从标准

在保护消费者健康、促进行业发展、影响食品贸易

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加以评价,了解标准实施后获

得的健康保护、产业发展等社会经济效益和标准

实施成本之间的关系。
3. 1　 存在的困难

根据浙江省历年反馈得到的评价意见看,标

准跟踪评价工作的实际作用还未达到预期的效

果,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问卷填写

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地区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

问题,甚至收集到的部分问卷是完全无意见问卷,
无法真正用于标准的评估分析。 二是反馈的问题

没有回复,未能形成闭环管理。 如,浙江省内食品

行业提出的关于玉米饼酸价限量值与工艺现状不

符的问题,行业内通过该平台反馈后,但并不知晓

该意见的后续处置情况,跟踪评价平台只是作为

用户单向发声的工具,严重影响了标准使用者参

与跟踪评价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食品安全标准跟

踪评价意见反馈平台虽然是长期开放的,但实际

上该平台的知晓率仍然不高,甚至部分标准使用

单位和使用者不知道该反馈平台,不清楚应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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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何种途径反馈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四

是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调查内容更多的是对标

准技术内容科学性、可行性等方面的调查,对标准

成本 -效益之间的评估较少。
3. 2　 改进建议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作为食品安全标准管

理工作中重要的一环,跟踪评价要完善优化工作模

式和工作机制,畅通食品安全标准意见反馈途径,
广泛收集各方对现行所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意

见和建议 [ 6] 。 研究合适的跟踪评价方式,选择合适

的评价标准质量的可靠指标,才能将标准跟踪评价

工作向纵深推进 [ 7] 。 为此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建议

不断拓宽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渠道,充分动员系

统内外资源,联合市场监管部门、食品行业等不同

利益相关方对标准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价,真

正将有效的意见反馈收集上来。 二是建议加强食

品安全标准信息平台建设,标准跟踪评价意见反

馈平台要开通意见回复窗口,完善标准实施信息

反馈渠道,对于通过平台提交的标准修订意见,尤
其是某些比较客观且有针对性的意见,不论是否

采纳均要给出回复意见,增强参与的互动性,提高

参与的积极性,加强标准实施的社会监督。 三是

建议 加 大 对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意 见 反 馈 平 台 的 推

广 [ 8] ,提高意见反馈平台的知晓率,跟踪评价能够

确保常态化。 四是建议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实施效

果评价,应用卫生经济学手段开展标准制定和实

施的成本效益分析,系统评价食品安全标准对食

品产业发展、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 9] ,
参考其他国家地区法规评价的成熟经验,食品安

全标准跟踪评价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全面化,同时

考虑我国食品行业发展和国民健康水平等各项因

素 [ 10] ,使跟踪评价贯穿标准 “ 一生” ,始终为标准

质量保驾护航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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