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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分析 2020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专项跟踪评价结果，系统了解监管部门、行业企业等各方对标

准的综合评价情况，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意

见，利用 Excel 2016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同时与 2019 年结果进行对比，得出趋势分析结果。

结果 网络平台共收集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专项跟踪评价问卷 17 074 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人员参与度最高，占

有效问卷总数的 50. 1%（5 917/11 810）。93. 0%（9 363/10 06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所关注的食品类别在现行通用食

品安全标准中可清晰定位；分别有 84. 2%（9 942/11 810）和 61. 5%（7 260/11 80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所关注的产品

存在对应的食品产品标准和生产经营规范标准；食品产品标准的综合评分为 4. 41 分，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的综合评

分为 4. 42 分。结论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构架基本完善，各方对于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总体较为

满意，但标准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深度开展标准跟踪评价，充分利用食品安全标准跟踪

评价结果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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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ecial follow-up evaluation on feedback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in 2020
LYU Xueli，XING Hang，YU Hangyu，ZHANG Hong，LI Qianyun，ZHU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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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provide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system，the
special follow-up evaluation results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in 2020 were analyzed，a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tandards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other parties were systematically understood.
Methods Opinion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Excel 2016 was used to sort out the collected
commen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anwhile，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2019 to get the trend
analysis results. Results A total of 17 074 special follow-up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were collected on the online platform，with the highest participation of personnel from foo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nterprises，accounting for 50. 1%（5 917/11 810）of the total number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93. 0%（9 363/10 067）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the food categories could be clearly positioned in the current gener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84. 2%（9 942/11 810）and 61. 5%（7 260/11 809）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there were corresponding food product
standards and code of practice standards，respectively.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product standards was 4. 41，and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code of practice standards was 4. 42. Conclusion China’s current food safety standards system
framework is basically established. All partie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China’s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system，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standards system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the
food safety standards follow-up evaluation in depth and make full use of its results，and improve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special follow-up evaluation；food safety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我国唯一强制执行的食

品标准，是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保障食品安全的重

要措施［1-2］，是监管部门监督执法的重要依据。开展

标准的跟踪评价，及时掌握标准执行情况，收集标

准存在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

明确要求［3］，是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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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也将法规

影响评估作为其法规制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针

对食品法规实施情况、合规的依从性和消费者认

知、行为、态度以及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与期望等

方面开展多项调查研究［4-8］，并利用法规成本 -效益

分析体系来评价新法规和标准的经济影响［9-10］，同

时也对政策法规开展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影响

评估［11-12］。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和农业农村部门

组织管理，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实

施。工作依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

反馈平台”（以下简称“网络平台”），采用常态跟踪

评价和专项跟踪评价互为补充的方式收集标准使

用者的意见和建议［13］，为标准立项、起草和修订提

供依据。本研究旨在介绍我国 2020 年专项跟踪评

价的调查情况，系统了解相关各方对标准的综合评

价结果，并与 2019 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

趋势，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提

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的评价对象为我国已

经发布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专项跟踪评价

是将我国消费者消费的主要食品类别分为 13 大

类，对不同类别食品涉及的通用标准、产品标准和

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主动

评价。本研究分析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收

集到的专项跟踪评价问卷评价结果。

1. 2 评价方法

专项跟踪评价工作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组织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建

省级标准跟踪评价协作组，根据不同地区食品产业

发展情况，分别针对不同类别食品涉及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进行跟踪评价。专项跟踪评价主要通过

填写线上调查问卷对标准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

专项跟踪评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1）被调查

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对象的人员类别、所

属机构名称以及省份等信息。被调查对象主要为

来自食品行业企业、监管部门、检测机构等日常会

使用食品安全标准的人员。生产者主要为来自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人员，监管者主要为

来自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和海关等部门

的监管人员，检测方主要为上述部门的检测人员和

第三方检测公司的人员，此外还包括大专院校、学

术机构相关的人员等。（2）对 13 类产品所涉及的食

品安全通用标准进行评价，包括产品在通用标准中

是否能够定位、限量指标和非限量规定的合理性

等。（3）对产品标准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定性评

价是通过填写主观题进行，由被调查对象围绕标准

的覆盖面、科学性、适用性等方面提出标准存在的

问题和修改建议；定量评价是对标准的必要性、科

学性、可行性和成本可接受性等方面进行评分，共

设置 12 个评分项目，评分为 0~5 分，其中“0”表示

“不了解”，“1”表示“完全不赞同”，“2”表示“不赞

同”，“3”表示“一般”，“4”表示“赞同”，“5”表示“完

全赞同”。（4）对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进行定性和定量

评价，评价方式和产品标准类似。

根据 2019 年标准跟踪评价情况，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对 2020 年调查问卷进行了优化。

细化被调查对象选项，更为细致地了解不同相关方

的关注度；增加问题注释，便于被调查对象更好地

理解问题，避免误读；结合目前正在修订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重点关注的问题，增设触发式问题，针

对性收集各方意见，进一步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可利

用度。例如对 GB 31644—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复合调味料》设置关于是否有必要设置酸价、过

氧化值等理化指标以及大肠菌群等指示菌指标的

相关问题，对 GB 1343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设置关于该标准

中涵盖的产品类别是否能满足实际需求等问题。

1. 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Excel 2016 整理原始资料，删除无效问卷。

无效问卷主要包括：（1）产品与类别不对应，如将

“水”或“包装水”纳入“水产及水产制品”等情况；（2）
产品类别与产品标准不对应；（3）评价过程中 50%
以上的问题选择“不清楚”的问卷。本研究中关注

度、覆盖面等定性分析结果以构成比的方式表示，

定量评价分析结果以平均数的方式表示。

2 结果

2. 1 整体分析

2020 年共收集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专项跟踪

评价问卷 17 074 份，其中有效问卷 11 810 份，占

69. 2%。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企 业 人 员 参 与 度 最 高

（50. 1%，5 917/11 810），其次是卫生健康部门人员

（20. 9%，2 464/11 810）、市场监管部门人员（11. 3%，

1 335/11 810）和其他检测机构人员（9. 4%，1 112/
11 810）。与 2019 年相比，卫生健康部门人员和市

场监管部门人员填写的有效问卷数的占比有所

增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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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产品关注度评价

对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对粮

食及粮食制品、饮料与冷冻饮品、乳及乳制品、酒类、

水产及水产制品等食品的关注度较高（图 1）。与

2019 年相比，被调查对象对粮食及粮食制品的关注

度 由 10. 8%（589/5 467）增 加 到 13. 6%（1 610/11
810），对肉及肉制品的关注度由 11. 7%（642/5 467）
下降到 6. 0%（706/11 810）。

2. 3 产品涉及通用标准的评价

通过问卷数量分析产品涉及通用标准的关注

度，分析结果显示，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59. 8%，7 058/11 810）、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54. 5%，6 439/11 810）、GB 14881—2013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生 产 通 用 卫 生 规 范》

（53. 1%，6 277/11 810）和 GB 7718—2011《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51. 6%，6 099/
11 810）的关注度较高（表 1）。

93. 0%（9 363/10 06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所关

注的食品类别在上述通用标准规定的食品分类中

可清晰定位，88. 7%（8 925/10 067）的被调查对象认

为上述通用标准中的限量指标设定合理，与 2019
年相比均有所下降［13］。

2. 4 食品产品标准的评价

2. 4. 1 食品产品标准的覆盖面及关注度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4. 2%（9 942/11 810）的被

调查对象认为所关注的产品存在对应的产品标准，

与 2019 年 96. 7%（4 454/4 606）相比有所下降。通

过问卷数量来分析产品标准的关注度，问卷数在

100 份以上的产品标准共有 25 项（表 2）。关注度

较高的食品产品标准是 GB 7101—2015《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饮料》和 GB 2749—2015《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蛋与蛋制品》，问卷数均超过 400 份。关注度

较低的是 GB 2037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加工用植物蛋白》和 GB 31640—2016《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用酒精》，问卷数分别为 6 份和 3 份。

2. 4. 2 食品产品标准的综合评价

量化评分结果显示，食品产品标准的综合评分

为 4. 41 分，其中标准必要性评分最高为 4. 44 分，

科学性、可行性、成本可接受性评分分别为 4. 43
分、4. 42 分和 4. 34 分（图 2）。除成本可接受性评分

与 2019 年一致外，其他评分均有所提高［13］。

对 25 项问卷数在 100 份以上的食品产品标准

的评分进行统计分析，综合评分较高的 5 项是 GB
1739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GB 19301
—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 1964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GB 25190—2010《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和 GB 7101—2015《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饮料》，综合评分较低的 5 项为 GB
2730—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GB
13104—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GB 2749—
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GB 31644—
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合调味料》和 GB 2726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图 3）。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人员和监督管理人员的评

图 1 13类食品产品有效问卷数量统计图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questionnaire quantities for 13 cat⁃
egories of food products

表 1 高关注通用标准汇总表

Table 1 Summary of high attention general standard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标准名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标准编号

GB 2762-2017
GB 2760-2014
GB 14881-2013
GB 7718-2011
GB 29921-2013
GB 28050-2011
GB 2761-2017
GB 31621-2014
GB 14880-2012
GB 2763-2019
GB 13432-2013
GB 31650-2019

问卷份数

7 058
6 439
6 277
6 099
4 486
4 371
4 188
3 468
2 594
1 956
958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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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结果显示，无论是综合评分还是各项评分，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人员的评分均高于监督管理人员，与

2019 年结果一致［13］。

2. 5 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的评价

2. 5. 1 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的覆盖面和关注度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 5%（7 260/11 809）的被

调查对象认为所关注的产品存在对应的生产经营

规范标准。通过问卷数量来分析生产经营规范标

准的关注度，问卷数在 100 份以上的生产经营规范

标准共有 17 项（表 3）。关注度较高的生产经营规

范标准包括 GB 12693—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GB 12695—2016《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饮料生产卫生规范》和 GB 2094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规范》，问卷

数均超过 700 份。关注度较低的是 GB 31641—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航空食品卫生规范》和

GB 1852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辐照加工

卫生规范》，问卷数分别为 11 份和 7 份。

2. 5. 2 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的综合评价

量化评分结果显示，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的综合评

分为 4. 42 分。其中科学性和可行性评分均为 4. 43
分，必要性评分为 4. 41分，成本可接受性评分为 4. 40
分（图 4），与 2019年结果一致［13］。

对 17 项问卷数在 100 份以上的生产经营规范

标准的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见图 5。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人员和监督管理人员的评分比较结果

显示，各项评分监督管理人员均略高于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人员，结果与食品产品标准结果相反。

3 讨论

食品安全标准的跟踪评价是落实“最严谨的标

准”要求的重要环节［14］。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了三

年计划，从 2019 年开始启动常态和专项跟踪评价

相结合的工作模式，通过静态和主动收集意见两种

方式，聚焦重点标准、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收集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跟踪评

价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为标准制定修订

表 2 高关注食品产品标准汇总表

Table 2 Summary of high attention food product standard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标准名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合调味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酿造酱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酵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标准编号

GB 7101—2015
GB 2749—2015
GB 10136—2015
GB 7098—2015
GB 2733—2015
GB 2726—2016
GB 2716—2018
GB 19643—2016
GB 2757—2012
GB 2707—2016
GB 19301—2010
GB 17399—2016
GB 31644—2018
GB 2718—2014
GB 2715—2016
GB 2758—2012
GB 25190—2010
GB 7099—2015
GB 19644—2010
GB 19645—2010
GB 31639—2016
GB 2730—2015
GB 13104—2014
GB 19302—2010
GB 11674—2010

问卷份数

472
429
349
316
299
285
283
207
207
198
193
191
172
167
165
137
131
128
123
123
122
119
115
105
100

图 2 食品产品标准综合评分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chart of comprehensive score of food
product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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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关注食品产品标准评分结果

Figure 3 Evaluation of high attention food product standards
表 3 高关注生产经营规范标准汇总表

Table 3 Summary of high attention to code of practice standard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标准名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加工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巧克力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规范

标准编号

GB 12693—2010
GB 12695—2016
GB 20941—2016
GB 8951—2016
GB 20799—2016
GB 13122—2016
GB 8950—2016
GB 12696—2016
GB 8957—2016
GB 17403—2016
GB 8955—2016
GB 21710—2016
GB 23790—2010
GB 8954—2016
GB 8952—2016
GB 12694—2016
GB 19304—2018

问卷份数

950
801
771
407
318
299
282
275
274
267
266
261
187
149
149
12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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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宣贯解读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思路和方向，为进一

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提供了重要

参考。

3. 1 各方对于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总体较

为满意

对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总体建设成效，2020 年

的评价结果与 2019 年结果基本一致［13］。评价结果

显示，各类标准的关注度和使用率较高，认为总体

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构架基本完善。标

准之间衔接较为顺畅，通用标准和食品产品标准对

各类食品产品的覆盖率均接近 90%。从各类标准

制定情况看，通用标准在通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方面均获得较高评价。80% 以上的被调查对象

认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通用标准规定

的食品分类较为清晰，食品产品可以清晰定位；限

量设置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其他规定内容易

于理解和操作；所关注的产品存在对应的食品产品

标准，我国现行食品产品标准和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已覆盖了绝大多数的食品产品，基本可以保障产品

的安全性。从使用者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满意

度上看，对食品产品标准和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的综

合评分均高于 4 分（5 分满分），评价结果一定程度

表明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具有必要性、科学

性和可行性，标准使用者整体较为满意。

3. 2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虽然从整体评价结果看，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体系趋于完善，但各方也反馈了一些意见，反映

我国标准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有一

些问题是在 2019 年标准跟踪评价中曾经提过的。

一是有关行政许可、备案与标准管理的衔接不畅，

特别是提出建议尽快明确新食品原料与标准管理

图 4 生产经营规范标准综合评分分布图

Figure 4 Distribution chart of comprehensive score of code of
practice standards

图 5 高关注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评分结果

Figure 5 Evaluation of high attention to code of practice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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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以便于监管执行。二是有关食品分类不清

晰的问题。肉及肉制品、水产及水产制品、蛋与蛋

制品、速冻食品等相关标准尚存在食品分类不清晰

的问题，建议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修订相关标准。

其中肉及肉制品、水产及水产制品、速冻食品等相

关标准的食品分类问题在 2019 年标准跟踪评价中

已提出。三是建议增加部分致病菌和污染物限量

指标、建议生产经营规范标准中细化控制要求以及

加强检验方法标准与限量的配套性等。其中散装

食品的致病菌、生产过程管理、检验方法的配套性

等问题均在 2019 年标准跟踪评价中提出过。由此

可见，标准重点关注问题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通过对调查意见的深入研究，结合标准立项

和制定修订工作需求 ，将意见分为以下六种情

况。（1）涉及已经立项修订的标准，如《食品生产通

用卫生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 74 项标

准，将在标准起草中进一步研究。（2）提示有必要尽

快启动标准立项修订相关内容，如《消毒餐（饮）

具》、《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

检验》、《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氯乙烯、1，1-二氯乙

烯、1，1-二氯乙烷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3 项标准

已纳入 2021 年立项计划中。（3）部分意见已通过修

订标准进行完善，如目前散装食品的致病菌限量标

准已发布［15］；污染物与真菌毒素限量调整需求已在

标准修订过程中予以考虑。（4）反馈的相关问题属

于需要对标准的个别技术内容或编辑错误进行修

改的，需按计划通过修改单或勘误标准的形式进行

修改。（5）部分标准的跟踪评价意见需要进一步开

展研究，以进一步考虑未来立项的必要性。（6）意见

属于对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计划通过加大宣贯培

训力度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跟踪评价结果在标准

立项和制定修订工作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凸显，对于

完善标准体系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3 建议及改进措施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尚处于

起步阶段，现有工作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与国际倡导的法规影响研究仍存在较大差距［10］。

下一步应在前期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评

价质量。一是评价模式应从“广撒网”逐步过渡到

“抓重点”，筛选重点标准和重点问题，开展专项研

究，细化问卷内容，对特定标准提出针对性主观题，

获得更多细节反馈，深挖问题源头，提升标准跟踪

评价的针对性。二是虽然现有评价模式已引入“成

本-效益分析”理念，但仍停留在“表面分析”层面，应

借鉴国外先进做法，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成本 -

效益”评价方法，充分调动行业参与积极性，将建立

的方法应用到标准跟踪评价中，真正评估标准对于

社会、经济的影响，为标准体系建设提供更为有价

值的依据。三是加强对跟踪评价结果的分析和利

用，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到标准立项、起草和宣

传培训工作中；加大标准宣贯培训力度，对标准理

解存在偏差的情况予以纠正，提高各级卫生健康部

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行业企业的标准理解、执

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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