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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是落实监管职责、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对中国食品检查员队伍及

制度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与梳理。各地积极开展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也面临挑战：国家对于职

业化食品检查员尚无明确定义，各地建设标准不一，配套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中高级食品检查员数量相对不足，食

品检查队伍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培训考核标准不统一，师资队伍力量薄弱；检查的针对性有待加强，问题隐患排

查能力有待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的食品检查员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须依托现有资源，围绕机制、人员、制度 3 个

维度统筹推进。建议明确食品检查的权限和边界，确立法律依据，完善食品检查体制机制；统一培训考核标准，创

新培养模式，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编制、薪酬、职级、经费、物资等保障制度建设，拓宽食品检查员职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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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od inspector team in China
ZHAO Hongjing， SUN Quansheng， ZHOU Boya， YAN Jie， LIAO Hong

（Center for Food Evaluation,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ood inspector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mplementing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ies and ensuring food safety.  The situation of food inspection team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s 
investigated and sorted out.  Various places actively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food inspectors with initial results.  There 
are also challenges： The state has not yet a clear definition of professional food inspectors， local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re 
different， and supporting system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number of middle and senior food inspectors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and the specialization level of food inspection team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standards are not uniform， and the strength of teaching staff is weak； The pertinence of inspec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ability to troubleshoot hidden problem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ood inspector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must rely on existing resources and be carried forward in 
three dimensions： mechanism， personnel and system.  The authority and boundary of food inspection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legal basi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food inspec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is improved； The training assessment 
standard is unified， the training mode is innovated， the team construction is strengthen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urity 
systems can be strengthened such as establishment， salary， rank， funds， and materials， and the spac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food inspectors is broadened.
Key words： Food inspectors； professional； team building；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开展现场检查是法律赋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的重要职责，也是加强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保

障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加强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是提高食品检查员能力素质，完善食品检查制度的

有效途径。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化食品

检查员队伍建设。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提出“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建立职业化检查员队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依托

现有资源加强职业化检查队伍建设，提高检查人员

专业技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

“国家建立食品安全检查员制度，依托现有资源加

强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强化考核培训，提高检

查员专业化水平”。中国食品检查员队伍及制度建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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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起步晚，食品检查员大多由监管人员、技术人员

兼任，配套制度不健全，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尚处于

探索阶段，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大市场监管背景

下，加强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在综合监管模式下

不断加强专业化构建，值得深入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查阅国内国家及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美

国、加拿大、欧盟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网站，以“食品

检查”“检查员”“食品安全”为检索词，收集国内外食

品检查员队伍建设制度、法规文件等，查阅文献；对

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问卷调查，调查食品检查制度及

队伍建设情况；就食品检查员分级分类管理、国外食

品检查员制度体系等开展专题研讨，梳理全国食品

检查制度及队伍建设情况，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政

策建议。

2　中国食品检查员制度现状与不足

2. 1　发展历史

2015 年，国务院将“探索建立食品检查员制度”

列入《2015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各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积极探索。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指导意见》，从“加快建设职业化市场监管执法队

伍”的高度出发，要求提高干部专业化能力水平，加

快推进专业领域职业化队伍建设。2019 年 4 月，市

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食品检查队伍专业化职

业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

出新时期加强食品检查队伍职业化建设新要求。

以此为指导，结合属地特点和监管需求，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开展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取得初步成

效。此后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职业

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的意见》，就构建国家和

省两级职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实行检查员分级分

类管理、建立检查员权力和责任清单等问题提出具

体要求，药品检查员建设也为各地开展食品检查员

队伍建设提供了类比与借鉴。

2. 2　法规建设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制定了食品安全检查员

队伍建设相关文件，各具特色。部分地区从食品检

查员队伍整体出发，突出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依据

《指导意见》，天津、河北、山西、吉林、江苏、浙江、福

建、河南制定了加强食品检查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指导意见或实施办法。部分地区强化对重点环

节、重点食品类别的检查员队伍建设，北京、内蒙

古、广西、海南、云南、陕西按照监管环节出台了食

品生产检查员管理办法。黑龙江、江西、重庆、云

南、陕西建立了特定食品类别的食品检查员管理规

定或检查人员库，对乳制品、特殊食品检查员管理

进行规定。黑龙江、上海、福建、广西、贵州出台了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员（核查员）管理规定；内蒙古自

治区对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员证和食品生产职业化

检查员等级证实施“两证合一”管理。有的地方探

索建立职业队伍，广西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食

品生产职业检查员管理办法（暂行）》，是全国唯一

建有职业检查员（专职）队伍的省份。综上，相关制

度的出台，使各地食品检查队伍建设有据可依，对

规范管理、明确目标、合理配置资源等方面起到了

推动作用。

在检查工具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食品

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检查操作指南》。黑龙江制定了《乳制品与婴

幼儿配方乳粉生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安徽制

定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现场监督检查工作指南》，

江西制定了《江西省食品安全飞行检查办法（试

行）》，广西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

飞行检查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生产体系检

查工作规范》《食用植物油生产安全现场监督检查

指南》，对检查内容、方法、程序等予以明确，提升了

相关检查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检查标

准、判定尺度的统一。

2. 3　队伍建设情况

目前，中国未建立国家级职业化食品检查员队

伍，主要承担国家级检查任务及跨地区有因检查。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食品产业情

况，初步建成省、市、县三级食品检查员队伍，用于

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根据 2021 年全国市场监管

系统调查结果，全国约有食品检查员 2. 95 万人，由

监管人员和技术人员构成，其中约 82. 1% 来自市场

监管行政机关，其余来自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机构（检

验机构、审查中心等）及系统外单位（科研院所、行业

协会等）；约 70% 的食品检查员来自街乡、区县级基

层市场监管机构，约 70% 的食品检查员具有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45 岁以下食品检查员占比为 62. 6%，

提示食品检查员队伍整体学历较高，以中青年为

主。食品检查员人数超过 1 000 人的省份有江苏、

上海、安徽、湖北、浙江、吉林、江西 7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绝大多数食品检查员为兼职。例如，广西

在职业食品检查员制度方面进行了探索，2017 年公

开招录 12 名职业检查员，实行第三方劳务派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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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职从事省级食品生产安全检查任务。2017—
2019 年，共检查企业 287 家，发现问题 5 551 个，平

均每次检查发现问题 19. 3 个。对比日常监督检

查，职业检查发现问题数量明显提升，风险隐患排

查效能显著提高。此后，由于待遇、晋升渠道等问

题，2019 年有 5 名业务骨干辞职［1］。上述现象提

示，由于缺乏完善的编制、薪酬等保障机制，职业化

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面临挑战。

2. 4　食品生产安全检查内容与依据

食品生产企业检查是食品检查的重要环节和难

点，检查内容多，技巧性强，对综合知识要求高，世界

各国普遍重视生产环节的监督检查，中国在长期实

践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文件、标准等，对检查内容进

行明确，帮助检查员了解合规要求，便于实际工作。

检查依据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省级人民政府出台的食品安全条例外，主要

包括《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有关

表格的通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

规范》（GB 14881—2013）等法律法规及具体食品类

别的良好生产规范、各地制定的检查指南等。食品

生产企业现场检查一般包括生产主体资格、从业人

员管理、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

产品检验、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产品管理和食

品召回、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产品标准执行与

委托加工情况等内容。检查重点包括企业采购食

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等进货查验记录及证明材料

是否真实、完整；是否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采购的食

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食品

安全标准及企业执行标准的要求。原辅料、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品种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使

用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

物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情况；是

否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检

查企业是否建立和保存生产投料、生产加工过程关

键控制点记录，其生产工艺和参数是否保持一致；

是否存在人流、物流交叉污染；追溯生产控制记录

的完整性及符合性，核算某一段时期内生产产品的

物料平衡；检查产品标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检查

出厂检验项目与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是否一

致等。总之，从全生产链条对企业进行检查，以核

实其是否全面符合食品安全生产的要求。

2. 5　问题与不足

2. 5. 1　配套制度不够健全

目前，国家对于职业化食品检查员尚无明确定

义，各地、各部门在建设标准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相关法规仅提出国家应建立食品安全检查员制度，

加强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等原

则要求，但对食品检查员权利、义务、职责等无明确

规定，缺少食品检查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及管

理的配套文件。虽然已出台政策原则性和指导性

强，但缺乏考核评价指标，操作性有待加强。检查

结果判定指南等规范性文件缺失，食品检查缺少直

接的法律依据。地方文件一般对检查员资格条件、

遴选、使用、考核等进行规定，程序性内容较多，检

查指南、培训标准、职级薪酬等技术性、专业性、保

障性内容较少，激励措施有待完善。

2. 5. 2　职业化食品检查员数量少

据调查，1 年检查 100 家食品生产企业，一般需

要 6 名专职食品检查员；根据检查内容及产业情

况，1 名食品生产检查员每年可承担企业检查 30~
100 家次不等。由于我国食品企业数量巨大，平均

每名食品检查员的工作量和强度较大，食品检查员

分布密度不均，中高级食品检查员数量相对不足。

食品检查员多数为行政监管人员兼任，专业背景匹

配度不高，基层检查人员流动性较大，均限制了专

业化水平的提升，食品检查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

特点不够突出。检查机构建设较为薄弱，缺少权威

的国家级检查机构对全国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进

行指导与示范引领；缺少全国统一的食品检查队伍

信息平台，底数不清，影响信息统计和资源共享。

2. 5. 3　培训考核标准不统一

美国、加拿大、欧盟均建有统一的职业化食品

检查员培训标准［2］。中国尚未出台统一的食品检查

员培训及考试大纲，也没有建立食品检查员培训师

资库。各地食品检查队伍培训考核标准不一，多以

短期培训为主；培训内容缺乏系统性，与食品检查

员分级管理不能有效衔接，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课程

体系。培训形式单一，实际操作和现场培训不足。

缺乏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尤其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师

资力量。规模化、专职化食品检查员培养体系及长

效机制缺失，制约食品检查队伍整体发展。

2. 5. 4　检查针对性与问题隐患排查能力有待加强

检查能力与效率，是体现食品检查队伍及制度

建设成果的重要方面，受各种因素制约。客观上，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对风险、信用、信息化手段

应用不足，有关配套制度不健全，检查的针对性不

强，随机性有待提高。基层检测仪器和人才紧缺；

检查工具创新少，在信息采集、远程监控、风险预警

等智慧监管方面存在短板，均制约检查能力及效率

的发挥。主观上，检查员的专业素质、综合能力还需

加强，实际工作中，有因检查少，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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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问题发现效率不高。此外，社会资源利用不

足，监管部门对第三方机构认证检查结果、安全审计

数据借鉴、应用较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检查效率。

3　国外职业化食品检查员制度建设情况

国外食品检查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是：一系列

食品安全事件促使政府重新审视食品安全监管制

度，继而推动立法明确食品检查员职责及食品安全

检查制度；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职能招

募、培训、使用、考核、管理食品检查员。与中国相

比，国外食品安全检查立法较早，法规依据充分，职

责较为明确，值得借鉴。美国、加拿大、欧盟均明确

了食品检查员制度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检查员、检

查机构、食品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依据《联邦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法案》《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建

立了基于风险分析与质量体系的检查制度［3］，规定

美国食药监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有权查阅、复印与食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有关

的记录与文件；有权扣留假冒或掺假的进口及国内

食品。注册人（食品企业）须承诺自愿接受 FDA 发

起的任何符合法规要求的检查。加拿大《食品检查

署法》《食品安全法》等对检查员资质、分类、权限等

作出规定。加拿大将食品检查员分为检查员、兽医

和检查经理，分类代码分别为 EG、VM 和 IM，其资

质要求、检查任务、薪酬待遇不同。欧盟（EC）第

178/2002 号、第 854/2004 号和第 882/2004 号条例

分别对检查原则和要求、检查员资格、职责、检查频

率等予以明确，要求监管部门对饲料和食品生产、

加工和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监督和检查。

中国在食品检查员方面没有单独立法，也未出台国

家层面的食品检查员管理办法；现有法规文件对食

品检查员权利、义务、职责等缺少明确规定。

在配套制度方面，中国也存在短板。当前，西

方发达国家职业化食品检查员制度建设已进入深

耕期，注重检查工具的研发及培训内容的完善［4-12］。

如美国、加拿大均制定了细化的检查员操作程序和

行为指南，同时，有效运用电子化、信息化技术协助

检查员工作，提高效率，积累数据，为制定下一步检

查计划及统计分析奠定基础。两国均建立了完整

的检查员培训制度，特别是近年来两国合作开展的

全新培训项目规划，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不再按照

食品分类，而是依据检查员分类及级别设计课程，

努力做到系统与特殊、基础与专业的平衡。欧盟各

国根据欧盟法律制定本国的食品检查程序，统一检

查质量与标准。如英国食品标准局对乳制品卫生

检查、屠宰前检查、动物副产品、进出口肉类等制定

了官方控制手册。欧盟建立了“培训—考核—试用

—继续教育”制度，确保检查员培训的广度和深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检查工具、培训考核等方

面差距明显。主要体现在：针对不同生产加工环节

的检查指南少，电子检查系统开发应用不足，影响

检查效率；缺少国家层面统一的教育大纲、培训教

材及考核标准，培训多以理论知识为主，检查实践

较少，对食品检查员的培训考核缺乏系统性、规划

性，影响检查员队伍的长期建设。

4　建议

自 2015 年，国务院提出“探索建立食品检查员制

度”，到 2019 年，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加强食品检查队

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对比西方发达国家 100 多年的

建设历史，中国处于食品检查员队伍及制度建设的探

索阶段，特别是在专业化职业化方面，差距较大；必须

根据国情，在依托现有资源的基础上，科学借鉴国外

经验做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检查员制度。

4. 1　推动完善食品检查体制机制

明确食品检查员定义，确定食品安全检查的权

力、要求和边界，赋予食品检查员现场检查权和检

查结果可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法律地位，让检查员

行使权力和义务时拥有法律依据。

构建国家和地方两级食品检查员队伍，明确检

查事权。实行食品检查员分级分类管理。根据专

业水平和工作能力，将食品检查员划分为不同类别

与层级，对应不同的职责权限、培训考核标准及薪

酬待遇。遴选优秀的食品检查员加入国家级食品

检查员队伍或成为检查员师资。

4. 2　加强队伍建设与技术支撑

研究制定食品检查员专业化职业化培训考试

大纲。开发统一、权威的食品检查员培训教材、题

库，统一培训考核标准。加强国家及省级检查机构

建设，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食品检查员队伍的培训、

考核、调配使用、信息统计和日常管理等工作；强化

人员管理与信息共享，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检

查队伍信息平台。着眼于检查能力提升，以乳制

品、特殊食品为突破口，建立国家级职业化食品检

查员实训基地，采用“理论知识+现场教学+实践教

育”模式，突出检查工作的实战性。创新招募机制，

探索建立聘用检查人员、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

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研发检查工具。研究制定检查指南，检查员工

作手册，检查结果判定指南等工具文件，逐步完善

各环节指引，规范检查行为。创新检查技术手段，

建立现场检查信息化系统与协作平台，加强检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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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情况初探——赵洪静，等

息的抓取、传输、研判与预警，发挥“智慧监管”作用。

加强检验能力建设，提升快检方法的准确性、针对性

和便捷性，方便基层检查人员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4. 3　不断完善配套保障制度

统筹机构编制，合理确定队伍规模，适当向职

业化食品检查员倾斜。在现有薪酬待遇基础上，推

进检查工作补贴制度，补贴水平应与食品检查员技

术职称、检查工作难易程度及检查任务量挂钩。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工作业绩突出、发现或排除重

大风险隐患的食品检查员给予表彰奖励，提升职业

荣誉感。完善职业化食品检查员职称评审政策，允

许食品检查员参加研究、工程系列职称评审，探索

建立科学的职称评价标准和业内评价机制，推动职

业化检查员职称评定工作。

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大对食品检查队伍建设的

投入力度，制定年度经费预算，使薪酬待遇、教育培

训、差旅经费等得到保障。加强物资配备，满足检

查工具、快检设备、车辆、办公用房等需求，保证履

职的软硬件条件。

5　结论

加强食品检查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一

项系统工程，必须依托现有资源，在机制、人员、制

度三个维度统筹推进。一是完善食品检查体制机

制。明确食品检查权限和边界，确立法律依据。二

是加强队伍建设。通过设置专岗、聘用专业人才等

多渠道充实检查员队伍。严格岗位准入和任职条

件，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统一培训大纲，加强培

训课程及师资建设，不断提升食品检查员专业化水

平。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编制、薪酬、职

级、经费、物资等保障制度，拓宽食品检查员职业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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