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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标准是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全链条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的重要依据和准则，但一定程度上存在与

监管需求符合性不佳、匹配度不足等问题。目前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尚处于逐步建设和改进完善阶段。针对食品标

准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作用和应用，本文主要分析研究食品标准体系与监管实际的符合性和匹配度，梳理分

析我国食品标准体系与食品安全监管过程的符合情况。建议从标准跟踪评价、简化优化标准制修订流程、整合食

品分类标准等方面逐步改进完善，为监管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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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tandards are the important basis and criterion to guide th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implementa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Bu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poor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needs.  At 
present， China’s food standard system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gradual construction stage.  According to the role and 
application of food standards in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the compliance and matching are analyzed and studied 
between food standard system and actual supervision.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China’s food standard system accord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during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follow-up evaluation of the standards 
tracking and evaluation gradually， simplifying and optimizing the revision process of the standard system， and integrating 
foo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and basis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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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最严”要求以确保广

大人民群众的舌尖安全［1］，其中最严谨的标准是保

障食品安全的前提和基础。食品标准体系是以科

学性、系统性、标准化原理为指导，实现对食品从生

产、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食品安全及质量相关要

素的分析及风险控制的整体化食品评价标准，根据

相关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构成一个科学系统且符合

实际的食品安全整体体系［2］。食品标准体系是开

展食品生产经营的重要参考，也是食品安全监管的

重要依据 ，对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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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1. 1　食品标准体系整体架构

2009 版《食品安全法》实施前，我国食品标准分

别归 15 个部门管理，存在标准过多、过滥且相互间

交叉矛盾等问题［3］。此后，按照职能归属，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按重点、分阶段组织实施食品标准清理

整合工作。在此基础上，以风险监测数据和风险评

估结果为基础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与此同时，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体统

筹，协调互补，目前已初步构建起覆盖从农田到餐

桌，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和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一致

的食品准体系［4］。目前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及管理模

式见表 1［5］。

1.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情况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订食品安全

标准和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6］，因此

食品安全标准是我国食品标准体系的坚实基础，也

是依法开展食品检验、监督管理和食品进出口管理

的技术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主要包括 4 个范

畴［7］，即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经营规范标准、检

验方法标准。

1. 2. 1　通用标准

通用标准包括食品中真菌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致病性微生物的限量规定

等，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以及标签标识等的规定，对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

食品安全危害和措施进行规定，涉及的食品类别

多、范围广，标准的通用性较强。

1. 2. 2　产品标准

产品标准包括食品产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

关产品的标准，各种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以及

各类食品包装材料、洗涤剂和消毒剂标准。产品标

准涉及通用标准已规定内容的，引用通用标准。由

于一些产品有其特殊性，可能存在其他风险，在相

应产品标准中制定相应的指标、限量（或措施）和其

他必要的技术要求等。

1. 2. 3　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食品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为达到食品安全这个

最终目的，对在各个步骤所采取的措施和控制手段

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要求，主要包括企业的设计与

设施的卫生要求、机构与人员要求、卫生管理要求、

生产过程管理以及产品的追溯和召回要求等。

1. 2. 4　检验方法标准

规定物理化学检验、微生物学检验和毒理学检

验规程的内容，针对不同目标，规定所使用的方法

及其基本原理、仪器和设备以及相应的规格要求、

操作步骤、结果判定和报告等内容。

1.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必要补充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管理，是指在食品（含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案

件稽查、事故调查、应急处置等工作中采用的无对

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补充检验方法［8］。市场监管

总局成立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确定该方

法立项目录、批准和发布，确保食品补充检验方法

研制的质量和效率。2019 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食品补充检验

方法的作用。食品补充检验方法作为食品安全标

准的必要补充，是完善食品标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打击食品掺杂掺假的重要技术支撑。

表 1　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及管理模式

Table 1　Food standard system and management model in China
标准类别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强制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编制主体

国务院各部委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地方技术机构

社会团体

企业

发布主体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
同市场监管部门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

国务院各部门

地方卫生行政部门

社会团体

企业

说明

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
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是唯一具有强制性的标准

满足基础通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
等需要的技术要求

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

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的技术要求。对地方特色食
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可以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备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后，该地方标准即行废止

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
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由本团体
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标准，或者与其他企业联合制定企
业标准。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
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本企业适用，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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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标准在食品抽检监测工作中的应用

食品抽检监测工作涉及计划制定、抽样、检验、

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信息发布等各个环节，全链

条较长，食品标准则是指导全链条工作科学、规范、

有序开展的重要依据和准则。

2. 1　食品标准是抽检监测计划制定的重要依据

市场监管部门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

制定食品安全抽样检验计划，包括抽样检验的食品

品种、抽样工作要求、检验工作要求等，食品标准则

是确定食品品种的检验项目、各项目采用的检验方

法及判定标准的法律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

理办法》明确，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应当采用食品安

全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9］。若相应食品

品种具有食品标准覆盖的检验方法和配套判定标

准，则可纳入监督抽检或评价性抽检任务，即检验

方法和判定标准缺一不可；若相应食品品种不具有

食品标准覆盖的检验方法或配套判定标准，则暂时

只能纳入风险监测任务。

2. 2　食品标准是正确规范抽样的有效指导

抽样人员在开展抽样工作时，须根据计划食品

品种的检验项目，抽取满足检验和复检要求的样品

数量。如为保证样品均匀性，GB 5009. 2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10］要求，液体食品、半流体食品在样品制

备时需至少采集 3 个包装（同一批次或号）混合制

样，因此涉及 GB 5009. 22—2016 检验项目的食品，

抽样量不得少于 6 个独立包装，且检验、复检样品

分别不少于 3 个独立包装。再如为保证样品代表

性，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

品中致病菌限量》［11］要求，应采集 5 件同一批次产

品（特殊膳食食品的克罗诺杆菌属应采集 3 件同一

批次产品），因此涉及 GB 29921—2021 检验项目的

食品，排除同时存在其他对样品量有特殊要求的检

验项目，抽样量应不少于 8 个独立包装，其中检验

样品不少于 6 个独立包装（特殊膳食食品致病菌指

标仅检验克罗诺杆菌属的检验样品不少于 4 个独

立包装），复检样品不少于 2 个独立包装，才能满足

实际检验需求。

2. 3　食品标准是开展检验工作的具体应用

检验工作中，检验人员依据检验标准的适用范

围、样品制备、仪器条件等开展检验，并依据检出限

或定量限出具检验结果。如 GB 5009. 97—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的测

定》［12］液相色谱法适用于配制酒的检测，液相色谱 -

质谱/质谱法适用于白酒、葡萄酒、黄酒，虽然基质

相近，但需按照标准适用范围选择与所检食品配套

的检验方法。

2. 4　食品标准在核查处置工作中发挥作用

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强制性标准判定为

不合格的样品，监管人员可依据不合格报告，采用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

处罚。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不符合产品明示

标准和质量要求，依据非强制性标准判定为不合格

的样品，如推荐性国家标准、企业标准等，监管人员

则采用《产品质量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处罚。

二者的裁量依据和处罚力度完全不同。

3　食品标准与食品抽检监测工作的符合性问题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更加科

学、规范、严谨、高效，这些变化离不开我国食品标

准体系的进步及其在食品抽检实践中的有效应用。

但同时，食品抽检工作全链条较长，在食品安全实

际监管运行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3. 1　食品分类系统不够完善

现行有效的具有食品分类功能的安全标准主

要有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13］、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14］、GB 2762—2017《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15］、GB 2763—
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16］、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17］等通用标准，因为各通用标

准的目标和定位不同，以上安全标准均不具备食品

统一分类功能，只适用于相应配套的标准，使用范

围相对局限，因此存在同一类食品在不同标准里类

别归属不尽相同、同一类食品在单个食品标准里归

属于 2 个不同食品品种的重叠情况。此外，“食品

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又是另一套分类体系，与生产

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中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

相关，主要从生产实际考虑，区别于各项通用标准

定位。因此，在食品生产、经营、监管等各层次工作

中涉及的食品分类问题，需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区分

确认，避免混淆。

3. 2　部分标准可操作性不足

目前个别通用标准中的条款存在主观因素影

响，可能导致数据和结论的偏离，影响食品安全评

价的合理性、客观性、准确性。如 GB 5009. 182—
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铝的测定》［18］第一

法适用于检测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中的铝。

实际检验工作中，需要从标签配料表或是与生产企

业联系确认是否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但相当一部

分产品虽使用但未标识或未规范标识，也常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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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合提供相关信息。部分检验机构采取从检验

结果“反推”是否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但却可能遭

遇检验方法异议。关键信息依赖企业提供，但不采

用、未能获取企业信息则可能增加异议风险，此类

主观因素影响标准条款的情况易使检验机构和监

管部门陷入被动。

3. 3　部分标准表述不明确

部分标准中的定义性概念解读不够明确、对标

准界限解释不够清晰，给使用者造成困惑。如 GB 
5009. 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

测定》附录 A［19］中明确，大豆及其粗加工制品蛋白

质折算系数为 5. 71，但并未明确大豆粗加工制品的

范畴；GB/T 22388—2008《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

氰胺检测方法》［20］适用范围为原料乳、乳制品以及

含乳制品，但不明确是否适用含乳复合蛋白饮料；

GB 2712—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21］适用

范围明确“不适用于大豆蛋白粉”，实际此处特指不

适用保健食品中的大豆蛋白粉，但按普通食品生产

销售的大豆蛋白粉仍适用该标准。

3. 4　部分标准更新时效性较差

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大力度对食品安全标准进

行整合修订，但仍有一部分标准未对相关指标进行

更新，给使用者造成误导。如 NY/T 960—2006《脱

水 蔬 菜  叶 菜 类》［22］规 定 铅 ≤0. 2 mg/kg，而 GB 
2762—2012［23］对相关标准进行整合后，规定新鲜叶

菜蔬菜的铅≤0. 3 mg/kg，且干制品应折算脱水率，较

前述标准更加科学客观。但 NY/T 960—2006 未及

时更新，导致目前仍有检验机构使用该标准进行不

合格判定的乌龙事件。

3. 5　部分判定标准与检验方法标准配套衔接问题

GB 2760—2014 详细规定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原则、使用品种、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

留量，但目前仍有一部分食品添加剂无配套检验方

法标准，或者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但适

用范围非常有限。还存在部分新发布标准与现行

标准脱节问题，如 GB 12456—2021《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24］代替 GB/T 12456—
2008《食品中总酸的测定》［25］、GB/T 4928—2008《啤

酒分析方法》［26］等原检验标准。GB/T 4927—2008
《啤酒》［27］中总酸限量单位为 mL/100 mL，且未明确

其主体酸，而 GB 12456—2021 中总酸结果单位为

g/L，且需将主体酸（如苹果酸、酒石酸等）的换算系

数带入计算。据了解，目前 GB 12456—2021《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第 1 号修改单

（征求意见稿）已对该衔接问题予以修订。该问题

同样体现在非法添加类食品补充检验方法与判定

标准配套不足上，近年发布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为

纯粹的检验方法，与早年发布的与批准件配套的补

充方法有所不同，不包含如“适用于监督抽检”“不

得检出”［28］等定性词汇。虽然有观点认为可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进行不合格

判定，但是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测定对象与《食品

安全法》相关条款中的“非食品原料”“药品”间缺少

配套衔接，直接使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判定会存在

法律风险。总体上看，部分检验标准研究的深度和

维度不足，适用范围和适用性有待加强。

3. 6　餐饮食品、复合食品缺乏相关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多适用于预包装食品，餐饮

食品涉及较少，目前仅有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27306—200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餐饮业要求》［29］规

定不同餐饮食品重点检查项目，但未规定限量值。

另外食品消费市场活跃，各种新产品层出不穷，其

中不乏如“每日坚果”类复合食品，但相关产品同样

缺乏食品安全标准。实际抽检工作中，若抽取了这

些产品，一是较难找到适宜的食品分类，二是有适

宜的食品分类，但具体指标的判定却较为困难。若

不及时跟进相关产品的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工作，则

可能形成监管的真空地带，不利于客观全面评价食

品安全状况。

3. 7　部分新发布标准的应用存在困难

散装食品是居民日常消费量较大的一类食品。

2021 年 9 月 16 日，国家卫健委和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发布的 GB 31607—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
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30］是首次针对散装食品

的强制性标准，在我国标准制定进程中具有象征性

意义。但从实际执行层面看，将该标准应用于无包

装即食食品的抽检尚有较多需研究探讨的问题。

一是 GB 31607—2021 从微生物特性角度进行分

类，区别于现行通用标准和食品生产许可分类，而

无包装食品种类繁多，其在抽检体系中的食品类别

归属存在困难；二是需进行无菌采样，对抽样人员

要求较高，且需考虑是否对其授权微生物采样资质

以减少后期异议；三是 GB 31607—2021 不适用于

餐饮食品，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
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31］已明确现制现售食品属于

餐饮食品范畴，但无包装即食食品和现制现售食品

较难清晰界定。比如由总部统一配送食材，现场仅

通过切割、拌料等物理加工方式销售的食品，应属

于无包装即食食品还是现制现售食品，目前尚存争

议；四是虽然《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应当

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信息，但实际不标识、不规范标识的情况较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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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法掌握保质期的无包装食品的抽样、检验时限

又产生了新问题。

3. 8　部分存在天然本底的产品缺乏明确本底含量

水平标准

目前已知一些食品中天然存在部分指标成分，

如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也是多种食品添加剂的重

要组分，而粮谷类食品中天然存在一定的铝含量，

再如发酵性食品的生产和贮藏过程会天然产生多

种有机酸，而部分有机酸也是防腐剂的重要组分。

目前总体上缺乏食品中天然本底组分及其含量的

系统研究，仅个别食品标准如 GB/T 15037—2006
《葡萄酒》［32］明确内源性苯甲酸的含量水平，但类似

标准是远远不足的，难以满足抽检工作需要，也可

能影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统一性、权威性。

3. 9　食品安全标准缺乏严重超标等量化指标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生产、销售

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的食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

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

重食源性疾病”［33］，但目前食品安全标准仅给出限

量的明确数值，缺乏“严重超出”等情况的量化规

定，一直以来都是食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

难点。虽然目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据食品品种、检验

项目的敏感性和危害程度，建立了“食品抽检发现

严重风险快速应对机制”，并要求属于高风险情形

的应在 12 h 内限时上报，但该要求的适用范围较

窄，且不具备法律的强制属性，还需食品安全标准

逐步补充完善相关量化指标。

4　对策与建议

严谨、科学、系统的食品标准体系对保障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效能，提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尚处于逐步建设

和改进完善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与现实监管需求

符合性不佳、匹配度不足等问题，是为正常。结合

工作实际，针对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以下建

议：一是全面客观开展标准跟踪评价，通过标准跟

踪评价推动标准体系完善；二是简化优化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制修订流程，提升标准制修订工作效率；

三是尽可能整合各食品分类标准，建立较为统一、

规范且适用性强的食品分类体系；四是加强对食品

安全标准的研究维度和深度，提高标准的实际可操

作性，解读准确，避免歧义；五是增加食品安全标准

中对两法衔接的量化指标，为实际监管工作提供有

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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