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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控制决定的法定条件看 ,可以被临时控制的食品

有 2 类 :一是造成食物中毒事故的 ;二是有证据证明

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从食品卫生专业知识来

看 ,第二类应属于《食品卫生法》第九条所列的 12 种

情形的食品。换言之 ,只有第九条所列的食品 ,才可

能是属于“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食

品”。按《食品卫生法》的规定 ,这两类食品都属于禁

止生产经营的。所以说 ,相对人对被控制的食品擅自

启封、转移或销售的 ,属于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九条

的行为 ,应按第四十二条追究其法律责任。

当然 ,相对人对被控制的食品擅自启封、转移或

销售 ,已经构成了阻碍执法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 ,应

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但是 ,根据“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卫生行政机关对相

对人破坏食品的被控制状态的行为 ,应根据相对人

的违法情形 ,来确定是自行处罚还是交由公安机关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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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餐饮业量化管理初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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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执行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2002 年 11 月选择义乌市 28 家大型宾

馆酒店作为试点 ,按量化管理分级评分表评分。评分结果为全部不合格。对不合格原因进行了分

析 ,对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内容的可操作性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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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quantitative classified surveillance measure to food safety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 China , 28 large hotels and restaurants were chosen to be scored in Yiwu city , Zhejia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classified surveillance list , all of them were not up to standard. The

reason was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operation of the measure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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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推行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工作 ,2002 年 11 月份义乌市卫生监察大队选择全市

最大的 28 家宾馆酒店作为试点 ,按量化管理评分表

内容进行初评试点 ,现将评分情况和存在问题分析

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参评对象 　参加这次评分的单位是按照本市

经营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挑选出来的 28 家 ,其中四星

级宾馆酒店 3 家 ;三星级宾馆酒店 7 家 ;占参评数的

3517 %。28 家均属本市高档次的餐饮业服务单位。

112 　量化评分方法 　本次评分采取先召集各单位

负责人会议 ,全面培训指导卫生部下达的食品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和餐饮业量化评分表 ,针对

目前各家存在的问题 ,提出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 ,卫

生监察大队组织人员对参评单位进行不通知式的突

击抽查 ,并严格按量化评分要求掌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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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8 家宾馆酒家全部不合格。其中卫生许可审

查量化评分最高标化分为 97 分 ,最低标化分为 3215

分 ,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最高标化分为 7316

分 ,最低标化分为 2417 分。关键监督项目不符合要

求的最少的是 2 项 ,最多的有 16 项 ,平均 9 项 ,5 项

以下只有 6 家 ,卫生许可审查和经常性卫生监督量

化评分标化分均达 60 分以上的只有 9 家 ,占总数的

32 %。

不符合要求的主要原因是无卫生管理制度、岗

位责任制、管理组织 (或不健全) 的有 12 家 ,占总数

的 4218 %。有效健康证、培训证未能达 100 %的有

18 家 ,占总数的 6412 %。厨房餐厅比达不到 1∶2 的

有 19 家 ,占总数的 6719 %。流程布局欠合理 ,有生

熟交叉可能的 18 家 ,占总数的 6412 %。采购索证、

验收制度不健全 ,该索证的未全部索证的有 24 家 ,

占总数的 8517 %。冷菜间、裱花间、预进间两次更

衣洗消设施不全的有 27 家 ,占总数的 9614 %。餐具

未达到 100 %消毒或消毒设施、保洁设施不能满足

高峰要求的有 19 家 ,占总数的 6719 %。废弃物盛放

容器不密闭 ,外观不洁或“三防”设施不全的有 28

家 ,占 100 %。

3 　讨论　参与这次量化评分的单位都是本市规模

较大餐饮企业 ,三星级以上有 10 家 ,条件、设施、管

理等方面应该不成问题 ,在初评中全部为差 ,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3. 1 　突然袭击 ,不通知被检查单位。以前创建卫生

城市检查 ,迎接国际博览会前的整治检查 ,评星级检

查验收 ,都是先通知 ,经多次督促检查整改后再进行

考核检查 ,是单位有准备等着验收 ,不能真正反映出

日常经营的卫生状况 ,这次评分不通知任何人 ,不定

时进行 ,参评单位没有任何准备 ,反映出了平时的真

实面貌。

3. 2 　卫生监督工作欠规范 ,日常卫生监督内容欠全

面 ,这是达不到要求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目前餐

饮业发展迅速 ,食品卫生监督力量未能得到相应的

加强。1992 年义乌市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10 名 ,到

2002 年为 12 名 ,10 年间增加 2 名 ,而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则从 1992 年的 4 375 家增加到 15 000 多家 ,增

加了 3 倍多 ,卫生监督员的工作量也相应增加了 3

倍多。如此大的负荷 ,使之日常监督工作欠规范 ,欠

全面。除平均每天需检查几十家外 ,还要开展打假

整治、行政处罚、采样监测、预防性审查等其他大量

工作 ,因此只能抓重点几个环节 ,未能做到每家全面

监督检查。特别是对于星级单位 ,认为其硬件设施

较好 ,因此放松日常监督 ,使之有些关键控制环节未

能引起重视 ,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对于相当多的经

营者来说 ,缺乏自律 ,卫生意识淡薄 ,对卫生监督机

构未监督到的问题不主动整改。如冷菜间、面点间

的预进间 ,二次更衣设施等。另一方面卫生监督人

员的业务素质还欠缺 ,以前没有量化指标 ,看见什么

问题提出什么 ,没有抓住关键控制环节 ,检查较浮

浅 ,简单化。

3. 3 　目前为创造投资环境 ,简化审批手续 ,提高办

事效率 ,把预防性卫生审查也列入简化项目予以取

消。使之一些单位的设计、布局、工艺流程不符规范

要求 ,特别是厨房与餐厅比例达不到 1∶2 的要求 ,厨

房、粗加工间、仓库等偏小。由于已为既成事实 ,一

时无法改进 ,审批发证时因各种原因而放松要求。

3. 4 　重经济效益 ,轻卫生管理。企业为减少成本 ,

在卫生设施的投入上不够。比如四星、三星级宾馆 ,

目前虽然都已装上洗碗消毒机 ,但配备不足 ,蒸汽消

毒或电子消毒柜数量达不到要求。高峰期不能完全

做到供顾客使用的所有餐具都达到 100 %消毒。其

它一些“三防”设施如纱门、纱窗、门帘、风幕机等未

能完全达到要求。有些问题在经常性监督中已提出

改进意见 ,有些在平时监督中被忽视。

3. 5 　关于健康证问题 　由于目前浙江省中西部地

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和东部地区城乡间的经济差距较

大 ,大量的贫困山区、中西部地区务工人员涌入较发

达地区和城市 ,这些务工人员有流动性大的特点 ,对

于企业的从业人员管理存在一定难度。检查中经常

发现从业人员只有 5～6 人的饭店 ,但检查时拿出有

效健康证有 40～50 本 ,企业主负担很大。另外某宾

馆几百名从业人员中 ,如果只有一名新招洗碗工未

办健康证 ,该单位结论就为差 ,这样显然不甚合理 ,

建议不将其列为关键监督项目。

3. 6 　通过本次评比我们认为“擅自更改核定面积、

设施与布局”也不应列为关键监督项目。擅自更改 ,

是违背法律规定 ,但有改差的 ,也有改好的 ,原先审

批时经济条件不够或面积较小 ,现经改造卫生条件

设施和布局比以前更完善、更合理 ,反而评为差 ,显

然不合理。

3. 7 　关于厨餐比 ≥1∶2 问题 ,对于一些中小饭店是

非常必要规定一定比例的 ,但有些大宾馆、特大宾馆

这一比例则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南方大多宾馆以

设包厢为主 ,有些包厢既可吃饭又可娱乐 ,所占用的

面积很大 ,有些饭店餐厅可达几千平方米 ,而就餐人

员并不多。我们认为宾馆只要达到布局合理、便于

操作、防止交叉污染即可 ,厨房没有必要一定按比例

绝对地扩大。而且 ,哪些房归属厨房 ,辅助用房、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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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等算不算 ,餐厅面积如何算 ,包厢外过道、休息厅、

包厢内供娱乐空间等算不算等问题文件中没有明确

规定 ,尺度难以把握。

3. 8 　关于采购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问题。文

件中没有明确规定范围 ,各省规定的索证范围也不

尽相同 ,一家宾馆所需的原料百种以上 ,大宗的大

米、面粉 ,小的味精、食盐、胡椒粉 ,是否每一种每一

批号都要索证 ? 有厂家的卫生许可证、执照复印件、

附加近期的化验单是否可行 ? 从目前我国的食品企

业现状分析 ,食品生产企业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不

可能每个生产企业都建立化验室 ,做到每批检验合

格出厂 ,更不可能每批送监督部门检验后出厂。通

过层层批发到最终消费者 (企业) 手中的每种食品、

每个批次都要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 ,难以操作 ,

因此此项目为定性项目也不妥。

3. 9 　对专间的要求问题。是否加工冷菜就必须有

冷菜间 ,或多大规模的饭店要设冷菜间 ,中小饭店专

用工具操作冷盘菜是否可以 ? 裱花间 ,也就是加工

裱花蛋糕 ,需设预进间 ,更衣洗手、空气消毒、空调等

设施 ,不加工裱花蛋糕 ,一般的面点加工间是否需要

以上设施 ? 配餐间是售菜间还是配菜间 ? 由于这些

都是关键监督项目 ,其中一项理解不透尺度就把握

不准 ,就会全盘否定。

3. 10 　卫生监督员培训未到位 ,在评分过程中如何

领会评分内容和把握尺度很重要。通过这次评分 ,

发现在量化评分过程中如何领会评分中的内容和把

握尺度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分数不能打折 ,只有得

分和不得分 ,因此对有些项目难以把握准确。

4 　建议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食品卫生监督

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特别是东部沿海较

发达地区 ,对外贸易增长快速 ,卫生监督管理水平和

力度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 ,在卫生监督滞后于经

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如何提高卫生监督的规范和

效率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卫生部推行食品卫生监督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必要的 ,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 ,

对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促进企业自律和提高诚信

度将具有积极意义 ,但在具体操作上提出以下一些

建议。

411 　进一步明确量化评分表中的评分内容 ,应作详

细释义或规范具体操作方法 ,特别是一些关键监督

项目 ,一定要有具体的解释 ,便于操作。

412 　提议减少部分关键监督项目 ,可以改用分值的

方式量化评分 ,如对健康证明、厨餐比例、擅自改变

面积设施和布局、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或者

对良好、一般、差的评定给予一定的调整 ,尽量减少

一些偏差和不合情理的因素存在。

413 　分步实施、逐步到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东

部较发达 ,中西部较落后 ,大中城市较发达 ,广大乡

镇较落后 ,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 ,不能一刀切 ,应

分步实施。首先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和经

济发达地区实施 ,先试点后推广。先城市后小城镇

直至农村。对新开业的按量化评分要求进行审查发

放卫生许可证 ,现有的单位逐步整改后到位 ,各地区

根据实际计划几年内全部施行。

414 　加强卫生监督资源的投入。目前很多地方卫

生监督人力、物力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许多监

督工作力不从心 ,不能深入 ,有限的监督力量忙于应

付日常工作 ,不增加卫生资源的投入 ,全面推行量化

评分分级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

415 　卫生监督管理要与整体文明程度相适应 ,管理

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 ,不能离开现实去

追求去攀登。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比较落后 ,

有些还未达到温饱水平 ,推行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

理只能与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与城乡一体化的经济

发展进程 ,与全面提高整体文明程度同步实施和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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