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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的方式!初步选择用于评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量的指标"

方法(依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收集公众对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意见" 筛选出意

见内容中的高频词汇!并根据意见内容所涉及的问题将意见分类!反映各利益相关者在评价标准时的角度和关注

点" 依据意见对标准质量进行评价的不同角度!初步选择评价标准质量的指标" 结果(自 &*)L 年 ) m4 月所收集

的 4L’ 条意见中提取高频词汇!分别为*检验0方法+*指标0限量+*标签0标示+*范围0分类+&意见内容可归纳为标

准质量评价的 2 个方面!分别为标准的*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协调性+" 2 个方面可进一步细化为 )% 个二

级评价指标" 结论(本研究通过分析总结标准的意见!初步提出一组评价食品安全标准质量的二级指标体系" 研

究表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量的评价应着重关注标准立项0修订的必要性$标准文本的科学性$标准的可操作性以

及标准与相关政策法规等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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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国已经基本 完成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清理整合工作"形成了
以通用标准"食品产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
品类标准"食品生产经营过程规范类标准以及检验
方法与规程类标准为主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
系 ’)( )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标准跟
踪评价工作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组
织下有序开展"为保障标准质量*及时完善和改进
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 ’&( ) 自 &*)* 年以来"各省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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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积极开展标准跟踪评价研究"多数研究是以
某项标准为评价对象"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调查研
究 ’’#%( ) 评价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标准知晓率*整体
合理性*可操作性"同时考察利益相关者对标准中
重点条款的认知情况"并收集他们在执行标准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提出的修改建议) 研究所采用的
评价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难以定量) 目前"我国
标准跟踪评价模式仍处在探索阶段"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正在积极探索标准跟踪评价的方法"

并尝试构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体评价指标体
系 ’+( "以实现对标准质量的定量评价)

对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国际与国内尚无可供直接参考的理论)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应从哪几方面开展评价"评价体系
中应包含哪些具体指标"这些研究问题需要在总
结已开展的标准跟踪评价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国情"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开展研究并逐
步完成理论构建) &*)% 年起"国家食品安全评估
中心在网上建立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
意见反馈平台0 ’L( #以下简称反馈平台$ "面向社会
各界收集利益相关者对于标准的意见"为标准的
修订提供资料) 从标准管理的角度思考"利益相
关者在意见内容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类型"也是
标准管理者在评价标准质量时应重点考虑的方
面"因而利益相关者所提出的意见可作为理论构
建的参考资料)

内容分析法是开展质性研究的常用方法"可
以有效辅助理论构建 ’4( ) 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
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
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
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实现现
象解释或概念剖析的一种活动 ’,( ) 本研究基于质
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按照扎根理论的研究流
程 ’)*( "分析归纳了反馈平台所收集到的对于标准
修订的部分意见"根据意见内容与理由总结出利
益相关者对于标准评价的关注点"并将意见分类"

归纳为对标准质量的若干评价方面"初步建立标
准质量评价指标)

)(资料与方法
)A)(资料
)A)A)(资料收集

通过反馈平台收集公众对各项具体标准的意
见"以及提出意见的理由) 同时收集利益相关者的
工作性质*省份*主要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若利
益相关者可提供与反馈意见相关的支持材料"也可

通过平台提交附件作为参考) 纳入的意见数量以
资料饱和为原则 ’4( "本研究分析了该平台自 &*)L 年
) 月 ) 日至 4 月 ’) 日所收集到的反馈意见与提出
意见的理由)
)A)A&(资料筛选标准

应用 N[B:/&*)’ 整理原始资料"删除无效意见)
无效意见包括%)$空白条目"即意见栏为空"或者填
写/无0/测试0等或者表示/很好0 /对标准不熟悉0
等无实质意义的内容&&$咨询条目"内容不是提出
意见"而是询问问题&’$重复条目"即意见内容*理
由*提出单位*省市*个人等均一致的条目)
)A&(方法
)A&A)(分析方法

图 )(编码示意图
THPR=:)(5.S:SHOP=O-

应用 !7!! )LA*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综
合应用浅层次与深层次内容分析法 ’4( %浅层次内
容分析法"应用 8Y!_\.=S7O=;:=词频分析软件自
动筛选出意见内容中的高频词汇) 初步筛选出高
频词汇后"人工合并具有同义或相关含义的词汇
#如/检测0和/检验0等$ "删除与本研究无关词汇
或无实际意义的词汇#如/建议0或者/应该0等$ "
进而对同义词汇进行归类) 深层次内容分析法"
基于研究人员对于意见内容的理解"应用计算机
辅助质性分析软件 DdĤ.))A* 对所收集到的意见
以及提出理由进行编码与分析 ’))( ) 首先逐条查看
筛选后的意见"每条意见中的每一句话被定义为
一个参考点"不同意见中的同类参考点通过软件
设定归类为一个子节点"同类子节点再次归类为
一个树节点"不同的树节点代表了利益相关者在
评价标准时的不同关注点"反映出标准评价的不
同方面#见图 )$ ) 由于本研究中反馈平台上收到
的一条意见中可能通过多个语句反映标准多方面
的问题"因而一条意见中可包含多个参考点) 例
如"意见提及/部分产品#特别是粮食谷物$的伏马
菌素风险较高"应该增加该项目0 "将此段内容归
纳为/指标设置0子节点&多个类似的内容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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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 /科学性 0 "并将 /科学性 0设置为树状节
点) 完成所有意见及理由的编码后"利用软件分
类提取某一节点下的所有参考点的内容) 根据内
容"对节点名称进行必要的修改) 将不同节点的
内容进行比较"并根据需要修改节点的设置"如合
并子节点*调整子节点归属等)
)A&A&(质量控制

资料收集阶段"采用反馈平台长期面向社会各
界公开征集对标准修改的意见"以保证资料库信息
量的代表性&资料整理阶段"采用设定的条件筛选
出有效意见"以保证资料质量&资料分析阶段"两名
研究人员独立分析意见内容) 对于理解有争议的
意见"由具有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评价工作多年经验
的专家做出最终解释"并尽可能联系利益相关者对
意见做进一步确认)

&(结果
&A)(概况

&*)L 年 ) 月 ) 日至 4 月 ’) 日"反馈平台共收到
反馈意见 ) )L2 条"经过初步数据整理后"得到有效
反馈意见共 4L’ 条) 意见多来自于标准的使用者"
其中来自监管人员的意见占 ’+c#’)&04L’$"检验0
检测人员占 ’2c#&,L04L’$"来自企业人员的意见
数量略少于前两者#&*c" )L204L’$"来自于科研专
家意见数量占 Lc#+*04L’$"直接来自消费者的意
见极少#)c" ,04L’$"另有 &c#&)04L’$的意见来
自于其他人员)

反馈平台所收集到的有效意见共涉及 )+L 项标
准"占整体标准数量的 )2c#截至 &*)L 年 2 月共发
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共计 ) &&2 项$) ’2’ 条意见
针对通用标准#图 &$"其中 4& 条与 ZFLL)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相关"
L2 条针对 ZF&L+*!&*)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另外两项受到关注度较高的通
用标准为 ZF&L+&!&*)& 及 ZF&L+&!&*)L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限量 . # +* 条 $*ZF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
量.#2& 条$&&2L 条意见针对食品产品类标准"涉及
22 项食品产品标准"其中意见数量排在前 ’ 位的是
ZF),’*)!&*)* -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生 乳 .
#+) 条$*ZF&%),*!&*)*-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
乳.#&2 条$*ZF&L%L!&*)&-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
馏酒及其配制酒. #)% 条$&检验方法与规程类标准
也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收集到了 )+L 条意见"包
括理化检验方法 ,’ 条*微生物检验方法 L& 条*毒理
学方法 & 条)

注%)J食品污染物*致病菌*食品标签等通用标准&&J食品产

品标准&’J检验方法与规程&2J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J生

产经营规范&+J食品相关产品标准&LJ农药*兽药残留限量

标准&4J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标准

图 &(各类型标准的意见数量
THPR=:&(DR-?:=.K;RPP:;<H.>;=:PO=SH>P:OB3

<C]:.K;<O>SO=S

&A&(意见中的高频词汇
意见中的高频词能够反映出利益相关者对于

标准修订*完善的主要需求点"同时揭示出在评价
标准时"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重点) 按照同类词汇出
现的频数排序"最终选择频数最高的 2 个词汇类别"

分别是/检验0方法0/指标0限量0 /标签0标示0 /范
围0分类0"见表 )) /检验0方法0在意见内容中重复
的频数最高"反映出标准中涉及检验方法的内容可
能存在突出问题"受到了最多关注) 其次标准中技
术内容的/指标0限量0设置是利益相关者较为关注
的) 并且"标签问题可能是标准执行中矛盾比较突
出的领域) 另外"标准应用范围也是影响标准执行
的一个主要方面)

表 )(意见内容中的高频词汇

_O?/:)(\.=S;9H<3 3HP3 K=:jR:>BCK=.-<3:;RPP:;<H.>;
词汇归类 词汇 频数 合计

检验0方法

指标0限量

标签0标示

范围0分类

检测 )’,

方法 )*’

检验 L+

测定 ’4

指标 )+2

限量 )))

限值 &)

标签 2’

标示 L*

标注 ’&

标识 &)

范围 %%

分类 2*

类别 ’2

’%+

&,+

)++

)&,

&A’(反馈意见理由分析
通过总结利益相关者提出意见的理由"可从

/理由陈述0中归纳出利益相关者认为标准应该被
立项0修订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健康需求0 /监管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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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0/检验需求0 /产业发展0和/社会因素0等 % 方
面#子节点$) 这 % 方面内容可共同归类为标准立
项0修订的/必要性0#树状节点$) 通过比较涉及的
意见以及参考点的数量"可以初步判断各子节点的
重要性) 涉及健康需求的意见数量最多"占总意见
数量的 %%c#22*04*&$"反映出健康需求是修订标
准的最重要的原因"如利益相关者在修订理由的陈

述中提及/花生*玉米*花生油中黄曲霉毒素最大限
量偏高0/-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新版对添加糖有了
新的规定0 /世界食品潮流是绿色健康0 /应强制标
识过敏原成分0等"见表 &) 从健康需求的内容看"
各方对于标准作用的期望已不局限于保障食品安
全*控制特定有害因素"还包括追求营养健康等深
层次的需求)

表 &(立项0修订标准必要性的节点层次与参考点举例
_O?/:&(D.S:;<=RB<R=:O>S :[O-]/:;K.=<3:=:/:̂O>B:.K;<O>SO=S ]=.I:B<0=:̂H;H.>

树状节点
#总意见数量$ 子节点 意见数量O 参考点数 ? 参考点举例

必要性#4*&B$

健康需求 22* 2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新版对添加糖有了新的规定"建议冷冻饮品一律不得强化"而饮
料中可强化的子类应大幅删除"仅保留功能饮料子类或设置含糖量的前提限制

监管需求 &L* &L4
监管过程中的不便因素%)$有监管部门反映"部分有限量要求或使用范围限制的食品
添加剂在食品中存在本底"比较难以判断"比如铝等"建议加强相关研究&&$避免给执
法人员在工作中造成的不确定因素

检验需求 &+& &L*
检验检测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可以方便检验人员查询操作&&$实际操作过程中
很难分辨黄色到橙黄色的变化"无法判定滴定终点

产业发展 )L* )4L
现代食品工业配方*工艺等创新比较快"原有分类系统子类的设置不能有效覆盖所有
的食品产品

社会因素 % %
面临产品召回以及遭受执法部门的处罚等严重后果"有可能给公众带来有关食品安全
方面不必要的疑虑"增加相关的不稳定因素

注%O为含有该节点的意见数量"一条意见中的多个参考点可分别归纳入不同的子节点下"因而各子节点所涉及的意见存在重叠&? 为意见中的
一句话被定义为一个参考点&B为 4L’ 条意见中 L) 条意见的/理由栏0为空

((在 /健康需求0之后"其他主要的原因依次为
/监管需求0 /检验需求0 /产业发展0"分别体现出
不同利益相关者从各自工作领域出发对标准的期
望"提出意见的原因与利益相关者本身所从事的职
业密切相关)

最后"有少量意见理由中提及 /社会因素0"例
如/欺骗消费者0 /公众疑虑0等) 因食品安全标准
规范百姓餐桌上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社
会稳定的作用"标准的立项或修订所带来的社会影
响也应在评价标准时纳入考虑)
&A2(反馈意见内容分析

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提出的意见内容"按照关
注点的不同可将意见分为标准的 /科学性0 /可行
性0/协调性0 /一般性意见02 个评价方面#表 ’$)

其中/科学性0 /可行性0 /协调性0是归纳意见后设
定的树状节点&将不能归为前三个节点中的意见归
为自由节点"并命名为/一般性意见0) 标准的科学
性"指标准制定依据的科学性*相关技术指标以及
文本表述的科学性&标准的可行性"指标准实际应
用中的可操作性&标准的协调性"指标准内容与其
他法律*政策*法规等相协调一致) 一般性意见则
没有明确的关注点"而是就标准提出的全面意见"

例如 /提高标准质量*修改文本 0) &*)L 年 ) m
4 月所收集到的 4L’ 条有效意见中"仅有 )*c
#4404L’$ 的 意 见 归为 /一般性意见 0" 而 ,*c

#L4%04L’$的意见可被纳入标准的/可行性0 /科学
性0/协调性0’ 个评价方面中#表 ’$) 表明本研究
依据标准性质所设的标准评价方面已经较为全面"
能够较好地涵盖意见内容)

表 ’(标准科学性*可行性*协调性与一般性意见的意见

数量#’ h4L’$

_O?/:’(DR-?:=.K;RPP:;<H.>;=:PO=SH>P<3:;BH:>B:"

OB3H:̂O?H/H<C" B..=SH>O<H.> .K<3:;<O>SO=S;O>S >R-?:=.K

P:>:=O/;RPP:;<H.>;
树状节点0自由节点 意见数量O 占比0c

可行性 %)4 %,

科学性 ’&& ’L

协调性 )&) )2

一般性意见 44 )*

注%O为含有该节点的意见数量"一条意见中可反映多方面问题"因
而各节点所涉及的意见可存在重叠

((依据意见数量可初步判断各节点在标准质量
评价中的重要性) /可行性0与/科学性0所涉及的
意见数量较多"是评价标准质量时应重点考虑的方
面) 而/协调性0所涉及的意见数量较少"初步判断
其在标准质量评价时的重要性次于前两者)
&A2A)(科学性

通过分析意见内容"标准/科学性0树状节点下
分/文本表述0/指标设置0/科学依据0’ 个子节点)
基于 &*)L 年 ) m4 月所收集到的意见"利益相关者
关注度较高的是标准/文本表述0以及/指标设置0
的科学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量评价研究!!!吴迪"等 !’&)(( !

利益相关者反映标准 /文本表述 0存在的问
题主要集中于 /表述内容 0 /表述方式 0 /文本结
构0以及 /编辑性问题 0 "见表 2 ) 利益相关者建
议%)$明确 /表述内容 0 %增加表述全面性&删除
/等 0 这类不明确的表述等) & $ 调整 /表述方

式0 %必要时可以举例说明&统一计量单位等) ’ $
调整/文本结构0 %将附录中内容直接列入正文以
便查找&将一项标准拆分细化为系列标准等) 2 $
修改/编辑性问题 0 %序号"标点符号或排版等编
辑性错误)

表 2(标准科学性的节点层次与参考点举例
_O?/:2(D.S:;<=RB<R=:O>S :[O-]/:;K.=<3:;BH:>B:.K<3:;<O>SO=S;

树状节点
#总意见数量$

子节点 意见数量O 参考点数 ? 参考点举例

科学性#’&&$

文本表述 )%2 &*)

表述内容%)$原句/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其滋味0建议改为/将其溶于温水中"
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其滋味0 &&$沙门菌抗原表中的/ t0 / ’ ( 0 / 5 6 0等符号应
加标注或进行必要的解释&’$建议标准将一些添加剂的日常别名也录入标准中"这样
查找更为方便
表述方式%)$建议对于饮料类食品"在标准中所应用的单位应该予以统一"比如%规定
液体为 P01"浓缩膏*固体饮料为 P0‘P&&$大肠菌群平板法/BKR0菌落数的表达在报告
中是大写还是小写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出现小写有的为大写"建议统一&’$建
议将 S$ /均质器0改为/均质机0 &3$ /电子秤0改为/电子天平0
文本结构%)$建议修改为%ZF)244)A)*ZF)244)A&*ZF)244)A’*ZF)244)A277制定
系列标准"因为一个标准要想更加严格*规范所有食品类生产企业难以做到&&$建议
按拼音顺序进行索引目录编写&’$建议在术语和定义前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
编辑问题%)$文本中第 2* 页")2A*2 后跳过 )2A*%*)2A*+*)2A*L 直接到 )2A*4"排序有
误&&$标点符号不统一%逗号"出现了全角中文式和半角英文式

指标设置 )2+ )4L

指标增减%)$有科研机构认为"现实中"部分产品#特别是粮食谷物$的伏马菌素风险
较高"应该增加该项目&&$增加蛋与蛋制品的砷限量指标&’$增加对粮食制品规定铝
的限量
指标限量合理性%)$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应该提高标准"建议不得检出"没
必要允许部分检出&&$降低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最大限量&’$建议对谷物及其制品的
镉限量进行修订

科学依据 +L +L
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中没有做到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制定前"应选取相关指标和相关
水平"进行风险评估"做到真正以科学为导向

注%O为含有该节点的意见数量"一条意见中的多个参考点可分别归纳入不同的子节点下"因而各子节点所涉及的意见可存在重叠&? 为意见中
的一句话被定义为一个参考点

((利益相关者反映标准/指标设置0的意见主要
涉及/指标增减0与/指标限量合理性0"建议增加或
减少指标"或者调整指标限量数值设置) /指标设
置0这个子节点的设定是基于研究者对于标准意见
内容的解读"同时也与 8Y!_\.=S7O=;:=词频分析
软件筛选出的高频词汇/指标0限量0相契合"说明
此子节点反映出了利益相关者在评价标准时的关
注重点"也印证了标准科学性是利益相关者较为关
注的内容)

此外"部分意见建议重新评估*更新标准制定
的/科学依据0"重新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意见
提及评估各地区碘摄入的差异性*居民膳食摄入
量等)
&A2A&(可行性

通过归纳意见内容"标准的/可行性0树状节点
下设/检验方法可操作性0/标签规定实用性0/应用
范围合理性0三个子节点#表 %$) &*)L 年 ) m4 月
所收集到的意见中有 ’2’ 条涉及/检验方法的可操
作性0) 这些意见不仅针对检验方法类标准"还涉
及食品产品及相关产品等标准中引用或涉及检验
方法的部分) 检验方法可操作性差的原因主要可

归纳为检验 /方法缺乏0*实施 /成本高或条件不
足0*试验效果/实际与预期差异0*以及试验操作规
范/表述不清0等)

其次"有关 /标签规定实用性0的意见数量较
多"这些意见不仅针对标签类标准"还包括其他标
准中涉及标签说明的部分) 按照意见的意图分类"
可分为/简化0* /增加0标示内容以及进一步 /明
确0表述)

有关标准/应用范围合理性0的意见数量少于
前两者"意见主要反映出利益相关者不明确标准的
应用范围以及食品分类系统"具体表现为产品归类
困难"难以明确参照哪项标准执行)

树状节点/可行性0下设的三个子节点%/检验
方法可操作性0 /标签规定实用性0 /应用范围合理
性0与高频词组 /检验0方法0 /标签0标示0 /范围0
分类0所反映的内容相近"说明子节点契合利益相
关者的评价关注重点"也印证了标准可行性是利益
相关者较为关注的内容)
&A2A’(协调性

部分意见内容反映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其
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协调0 /与其他食品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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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标准可行性的节点层次与参考点举例
_O?/:%(D.S:;<=RB<R=:O>S :[O-]/:;K.=<3:OB3H:̂O?H/H<C.K<3:;<O>SO=S;

树状节点
#总意见数量$ 子节点 意见数量O 参考点数 ? 参考点举例

可行性#%)4$

检验方法可
操作性

’2’ ’%*

方法缺乏%)$有企业和检验机构反映部分食品添加剂无配套检测方法&&$建议增加液
相色谱等检验方法&’$ZF%**,A)L 中对于有机汞形态分析采用液相色谱原子荧光技
术"建议增加方法
成本高或条件不足%)$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较高"较少检测机构采购&&$由副溶血性
弧菌的特点"熟制水产品在实际检测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检出阳性率极低"几乎没有"且
此项目在检测操作上比较繁琐"成本较高
实际与预期差异%)$根据标准上的仪器检测波长不能出峰"与旧标准波长差距较大&
&$粮食及其制品测定用氢氧化钠浓度若为 *A) -./01"无法操作"空白和样液一滴便过
量"无法得到准确测定结果&参比溶液的颜色若按标准操作无法对比"颜色相差甚远
表述不清%)$试验里要求挑取乳糖发酵*不发酵及迟缓发酵的菌落"其挑取菌落条件
不明确&&$于#’+ v)$f培养 )4 m&2 3"必要时可延长至 24 3"/必要时0不明确

标签规定
实用性

)+4 )L*

简化%个人觉得有点太复杂"是否将重点配料或是添加剂"比如防腐剂*色素之类的加
以标注即可
增加%)$建议在文本中增加标签要求"明确要求标注胭脂红酸*甜菊糖醇当量具体含
量"以提高 ZF&L+* 的可操作性&&$建议增加分装食品的产地要求
明确%)$对一些产品包装上出现的细小的瑕疵"不影响产品的食品安全的"应予以一
些必要的说明举例&&$委托加工仅标示委托方信息时"应标示生产方还是委托方没有
明确&’$产品类型具体标注不明确&2$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应规定具体位置标示

应用范围
合理性

))& )’&

)$企业在执行中存在较多问题) 比如%方便食品*五谷杂粮饮品"其食用方法*食用习
惯等会兼具粮食制品*饮料的特点"比较难于归类&&$在食品分类系统#附录 N$中有
许多分类还不够细"能否在不细的食物后用括号标记写出一些相关食品"尤其是边界
食品"像枸杞属于水果也属于茶饮料&’$金属镉在水产动物及其制品中"分类不合理"
未能囊括到所有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注%O为含有该节点的意见数量"一条意见中的多个参考点可分别归纳入不同的子节点下"因而各子节点所涉及的意见可存在重叠&? 为意见中
的一句话被定义为一个参考点

协调0/与国际标准不协调0以及/不符合食品安全
法的规定0的问题"可将以上涉及标准间协调性的
意见内容归纳为同一树状节点/协调性0) &*)L 年
) m4 月所收集到的意见中"仅一条意见提及了标准
与食品安全法不符) 反映较多的问题是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之间的矛盾"如 /食品分类0名称0在各标
准中不统一*同一指标限量不一致等) 此外"利益
相关者指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其他类型标准0管
理办法之间存在/不同步0现象&同时建议我国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应与国际标准接轨#表 +$)

表 +(标准协调性的节点层次与参考点举例
_O?/:+(D.S:;<=RB<R=:O>S :[O-]/:;K.=<3:B..=SH>O<H.> .K<3:;<O>SO=S;

树状节点
#总意见数量$ 子节点 意见数量O 参考点数 ? 参考点举例

协调性#)&)$

与其他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不协调

42 42
ZF)24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与 ZF
&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食品的
硒含量要求应一致"以避免出现矛盾"便于企业更好地执行标准

与其他食品标准不协调 &4 &4
食品检测标准重叠严重"检测参数既有国家标准"又有农业部标准"检测
依据不同步

与国际标准不协调 4 4 建议参考国际食品法典*美国乳制品协会等相关标准"与国际接轨

不符 合 食 品 安 全 法 的
规定

) )
ZF)244)!&*)’-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中要求 /食品加工人员每年
应进行健康体检"取得健康证明0 "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不符"建议按
照-食品安全法.规定进行修改

注%O为含有该节点的意见数量"一条意见中的多个参考点可分别归纳入不同的子节点下"因而各子节点所涉及的意见可存在重叠&? 为意见中
的一句话被定义为一个参考点

&A%(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量的评价指标
通过分析总结反馈平台 &*)L 年 ) m4 月所收集

到 4L’ 条有效意见"初步归纳总结出对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质量进行评价的 2 个方面) 即标准立项0修
订的必要性*标准文本的科学性*标准的可操作性
以及标准与相关政策法规等的协调性) 对上述 2 方
面内容进一步细化"扩展为 )% 项评价指标"见图 ’)

上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量的评价指标是构建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指标体系*系统评价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的初步探索)

’(讨论
’A)(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自 &*)* 年以来"我国不断探索标准跟踪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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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质量评价指标
THPR=:’(E;;:;;-:><H>S:[K.=<3:jRO/H<C.K>O<H.>O/

K..S ;OK:<C;<O>SO=S;

制度*模式与方法) 但已开展的标准跟踪评价研究
工作大多是针对某一项标准 ’)&( "以发现标准内容中
存在的具体问题 ’)’( "而缺少对整个标准体系的系统
性评价) 本研究利用大数据思维"全面系统地对收
集到的各类意见进行分析"通过归类高频词汇了解
各方关注的重点"再利用归类工具通过逐条阅读理
解意见及理由"对意见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分
类"从而归纳出评价指标) 其研究方法较传统的收
集整理意见方式更加系统和科学"可以成为食品安
全标准跟踪评价的一种研究手段)

内容分析方法是质性研究中一种常用方法"
可实现文本资料的量化分析"有效地辅助理论构
建 ’4( ) 词频分析属于浅层次内容分析法"利用词
频分析软件在短时间内筛选出大量文本资料中的
高频词汇"可辅助研究者有效率地分析出文本中
的重点内容"实现文本资料的量化) 但词频分析
法的结果往往停留在信息的浅层结构"难以深
入 ’)2( ) 为弥补词频分析法的缺陷"本研究借助
DdĤ.软件"开展深层内容分析"基于研究者对于
意见内容的理解"解读意见背后反映的深层次意
义"将资料归纳总结为不同的节点"进而形成不同
的评价指标 ’))( ) 本研究综合应用浅层次与深层次
内容分析法"采用机器筛选与人工筛选相结合的
方式"比较适用于对大量书面意见进行分析研究
的标准评价指标建立研究)
’A&(研究资料的充分性

意见是利益相关者对标准做出主观评价的具
体表现形式"意见的类型可反映出利益相关者评价
标准的角度) 本研究的文本资料截取反馈平台
&*)L 年 ) m4 月份所收集到的有效意见"虽然意见
仅覆盖已发布 ) &&2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
)2c"但是考虑到存在问题的标准比例本就很小"利
益相关者对于重点标准的评价意见已经能够充分
反映出他们在评价标准时的关注点"因而意见的覆
盖面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结果) 并且"在应用内容分
析法构建理论框架时"并非文本资料数量越庞大越
好 ’,( ) 具体到本研究"即并非纳入分析的意见数量

越多越好) 具体的意见数量取决于理论的饱和
度 ’)%( "当意见内容所反映的评价角度已经存在很多
重复"且没有再发现新的评价角度时"可以停止加
入新的资料)
’A’(研究局限性

由于本研究基于标准实施过程中利益相关者
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利益相关者类型的构成差异以
及意见所涵盖标准类型分布的差异对于所反映的
内容均会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不同类别标准受关
注程度不同"对于受关注度较高*意见较多的标准
会更加容易归纳出主要关注内容和相应的指标体
系) 在本研究中"由于针对生产经营规范类标准的
意见较少"本次初步建立的指标体系在用于评价该
类标准时可能存在评价指标不足的问题"但这类问
题可以通过建立更有针对性的专项评价指标体系
加以解决)

本研究同时采用的深层次与浅层次内容分析
方法"以机器筛选与人工解读相互辅助与印证"然
而在构建评价指标时主要基于研究人员对于意见
内容的解读"存在一定主观性"因而本研究对于研
究人员本身素质的要求较高) 为控制研究质量"在
资料分析阶段"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分析意见内
容) 当理解有分歧时"由具有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评
价工作多年经验的专家做出最终解释"并尽可能联
系利益相关者"确保对意见内容理解的准确性)
’A2(标准质量评价与标准跟踪评价的关系

本研究重点关注标准质量的评价"研究内容仅
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的一个方面)
标准的跟踪评价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评价
内容和评价角度"以质量为核心"全方位的评价标
准的水平) 本项研究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研究思路和工作基础"可
以在对质量评价指标进行应用的基础上扩展为跟
踪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对整个标准体系的评价内
容进行更加广泛的分析和研究) 基于本次研究初
步构建的评价指标"研究人员将继续开展专家咨询
以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明确各项指标的权重并研
制各指标测量方法"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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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批准塔拉胶用于面包*奶油等食品
((据加拿大卫生部网站消息!近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通告!修订(乳化剂$胶凝剂$稳定剂和增稠剂列表)!

批准塔拉胶#_O=OPR-%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于部分食品"

塔拉胶也称刺云实胶!来源于秘鲁灌木" 以豆科的刺云实种子的胚乳为原料!研磨加工后可制得塔

拉胶"

加拿大卫生部经过风险评估认为!按照以下使用范围与使用量!将塔拉胶作为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

使用范围 使用量

面包$奶油$酸菜等 按生产需要量使用

松软干酪$奶油松软干酪 *A%c

冰激凌配料 *A%c!跟其他稳定剂混用时!总量不超过 *A%c

冰奶配料 *A%c!跟其他稳定剂混用时!总量不超过 *A%c

低热量人造奶油 *A%c!跟其他稳定剂混用时!总量不超过 *A%c

冰冻果子露 *AL%c!跟其他稳定剂混用时!总量不超过 *A%c

酸奶油 *A%c!跟除单甘脂$甘油二酯$磷酸二氢钠之外的添加剂混用时!总量不超过 *A%c

非标准化食品 按生产需要使用

冷包装奶酪类食品 *A%c

奶油乳酪抹酱 *A%c!混用时总量不超过 *A%c

奶油乳酪抹酱加工产品 *A%c!混用时总量不超过 *A%c

((#来源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3<<]’00>:9;JK..S-O<:J>:<0&*)40*%02+42L,J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