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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为了解各省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理解，以及地方特色食品原料的标准制定需求，促进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备案制度更加完善。方法　围绕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什么是地方特色、地方标准中的指标设置、地方特

色原料的标准制定需求等问题设计问卷调查表，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和讨论，提出地方标准管理建议。结果　共

收集到有效意见 4 301 条。其中“对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的理解”，认为“有通用标准，但没有产品标准”的有 631 人

次；“对什么是地方特色的理解”，认为“工艺为地方特有”的有 937 人次；“对地方标准中指标设置的理解”，认为“只

包括食品安全指标”的有 593 人。对地方特色原料标准的制定需求，回收 149 份问卷，其中西洋参填写最多（7 次），

其次为三七（4 次）、天麻（4 次）、广陈皮（4 次）等，反映出部分省份对地方特色原料的管理路径尚不明确。结论　关

于地方标准的范围，应在科学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是否需要制定地方标准进行判断；关于地

方标准的内容，应在保障公众健康、合理兼顾其他指标的基础上，对地方标准中的指标设置进行研究；关于地方原

料标准的管理，应在遵循食品安全法律标准体系的整体思路基础上，明确地方特色食品原料的管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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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local food safety standards，investigate the requirements of 
local raw material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ecord system of loc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around whether it is covered by national standards， what is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dex 
setting in standards， and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s of local raw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 relevant problems are discussed.  Finally， we put forward the local standar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Results　A total of 4 301 valid opinions were collec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there are 631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there 
are universal standards but no product standards regard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they are covered by national 
standards.  There are 937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craftsmanship is unique to the local area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wha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re are 593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only food safety indicators are includ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dicator settings in local standards.  A total of 149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raw material standards.  Among them， American ginseng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filled 
out （7 times）， followed by Sanqi （4 times）， Tianma （4 times）， Guangchenpi （4 times）， etc.  This reflects that the 
management path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raw materials in some provinces is still unclear. Conclusion　As for the scope of 
local standards， it should be judged whether it is covered by national standards， and whether local standards need to be 
set，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risk assessment.  As for the content of local standards， the index setting in local standards 
should be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public health and reasonably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other indicators.  As for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raw material standards， the management should be clarified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overall 
thinking of food safety legal standa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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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拥有丰富的特色食品资源，在促进各

地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1］第二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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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省对于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以下简

称“地方标准”）的理解不一，对于是否有国家标准、

什么是地方特色、地方标准中的指标如何设置等持

有不同观点［2］。本研究围绕对地方标准理解、原料

标准制定需求设计调查问卷，旨在深入了解各方观

点，为地方标准的管理方向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根据在日常工作中收集和各方反映的相关问

题，设计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单位类型、对地方

标准的理解，对地方特色原料标准的制定需求等［3］。

设计问卷调查表后，经小范围预调查后修改完善，

并于 2022 年 2~3 月，面向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电子问卷形式开展正式调查。最终回收问

卷 4 321 份，删除无效问卷 20 份，得到有效问卷

4 301 份。用 Excel 2019 软件导入及整理数据，并作

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填写问卷者所在单位性质

从填写问卷者所在单位性质来看，“食品企业”反

馈问卷数量最多，占 41. 83%（1 799/4 301），其次为

“卫生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占 26. 34%（1 133/
4 301），“其他人员”占 10. 11%（435/4 301），经统

计，“其他人员”主要包括农业合作社、种植户等，

“市场监管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农业、海关等其

他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高校及其他科研院

所”分别填写人员为 330、261、173 人。见表 1。

2. 2　对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的理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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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为多选题，有 3 097 人次选择“不清楚”，有

631 人次选择“有通用标准，但没有产品标准”，有

627 人次选择“已有产品标准，但地方标准指标更严

格”，有 575 人次选择“没有通用标准，也没有产品标

准”，另有 440 人次选择“已有产品标准，但地方标

准指标更多”。其中选择“已有产品标准，但地方标

准指标更严格”和“已有产品标准，但地方标准指标更

多”的共 1 067 人次，其中“卫生行政部门或下属技

术机构”和“食品企业”的占比较高。见表 2。
2. 3　对什么是地方特色的理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地方

特色食品才可以制定地方标准。此题为多选题，有

3 091 人次选择“不清楚”，其他选择“工艺为地方特

有”“食品类型具有鲜明的地方标志性质”“原料为地

方特有”的较多，分别为 937 人次、912 人次和 907 人

次。而选择“达不到工业化标准的小作坊生产”的有

430 人次，有 9 人次选择“其他”，主要包括，“食品名

称具有鲜明的当地历史渊源”等。见表 3。
2. 4　对地方标准中指标设置的理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

安全标准的内容应包括安全指标，如食品、食品添加

表 1　填写问卷者所在单位性质[n（%）]
Table 1　The workplace of the questionnaire respondents [n（%）]
所在单位类别

食品企业

卫生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其他人员

市场监管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农业、海关等其他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高校及其他科研院所

第三方检验机构

行业组织

合计

合计

1 799(41.83%)
1 133(26.34%)

435(10.11%)
330(7.67%)
261(6.07%)
173(4.02%)

85(1.98%)
85(1.98%)

4 301（100.00%）

表 2　对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的理解情况

Table 2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it is covered by national standards

所在单位类别

卫生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市场监管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农业、海关等其他行政部门或

下属技术机构

第三方检验机构

食品企业

高校及其他科研院所

行业组织

其他人员

合计（人数）

选项/人数/%
已有产品标准，但地

方标准指标更严格

185(29.51%)
59(9.41%)
33(5.26%)

9(1.44%)
211(33.65%)

32(5.10%）

16(2.55%)
82(13.08%)

627

已有产品标准，但地

方标准指标更多

151(34.32%)
43(9.77%)
23(5.23%)

7(1.59%)
133(30.23%)

23(5.23%)
17(3.86%)
43(9.77%)

440

有通用标准，但没

有产品标准

184(29.16%）

64（10.14%）

30（4.75%）

16（2.54%）

225（35.66%）

38（6.02%）

13（2.06%）

61（9.67%）

631

没有通用标准，也

没有产品标准

157（27.30%）

59（10.26%）

34（5.91%）

17（2.96%）

218（37.91%）

44（7.65%）

10（1.74%）

36（6.26%）

575

其他

5(29.41%)
2（11.76%）

0（0.00%）

0（0.00%）

5（29.41%）

3（17.65%）

1（5.88%）

1（5.88%）

17

不清楚

797(25.73%)
215(6.94%)
201(6.49%)

60(1.94%)
1 338(43.20%)

112(3.62%)
61(1.97%)

313(10.11%)
3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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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

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

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等，同时还有一些与安全有关

的质量指标［4］。对于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的指标设

置，有 3 151 人次选择“不清楚”，其他人员中有 593 人

（13. 79%）认为应当只包括食品安全指标，有 557 人

（12. 95%）认为除了食品安全指标外，还应当包括其

他指标，如特征性指标、质量指标等。见表 4。

2. 5　地方特色原料标准制定需求

为了解各省对地方原料标准的制定需求，本次

调查设置了地方特色原料标准制定需求相关问题，

共收回 149 份问卷。经统计，填写的原料大多为植

物类，如三七、广陈皮、艾草等，少数为动物类，如知

了、蛾等。其中，有 31 种原料被提出 2 次或 2 次以

上，包括西洋参（7 次）、三七（4 次）、天麻（4 次）、广

陈皮（4 次）等。由于各省提供的相关资料仅有原料

名称，因此相关情况仅供参考。见表 5。
通过分析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已经列入食

药物质名单［5］的原料，如天麻、灵芝、西洋参、黄芪、

肉苁蓉等，且一些省份已经制定了地方标准；一类

是已经在《中国药典》［6］中，尚未列入食药物质目录

中，但已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7］中的，如刺五加、三

七；一类是已经在《中国药典》中，尚未列入食药物

质目录中，也不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中的，如林蛙

油（药典中为哈蟆油）、茵陈；一类是列入保健食品

原料名单中的，但尚未在《中国药典》中的，如绞股

蓝；一类是不在《中国药典》中，也不在保健食品原

料目录中的，如桑黄；一类是已经作为普通食品原

料的，如玫瑰花（重瓣红玫瑰）。

3　讨论及建议

关于调查问卷中的四个问题：“是否被国家标

准覆盖问题”“是否需要制定地方标准”“地方标准

的指标设置”“地方特色食品原料的管理路径”，可

归纳为：对地方标准的范围、地方标准内容和地方

特色食品管理模式的理解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

地方标准的范围，应在科学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是

否被国家标准覆盖、是否需要制定地方标准进行判

断；关于地方标准的内容，应在保障公众健康、合理

兼顾其他指标的基础上，对地方标准中的指标设置

进行研究；关于地方原料标准的管理，应在遵循食

品安全法律标准体系的整体思路基础上，对地方特

色食品原料的管理路径进行明确。

3. 1　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问题

关于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问题，需要基于风险

评估进行科学判断。在地方标准备案审查中涉及

的两个关键点：一是地方标准的范围；二是地方标

准的技术内容。事实上，如果范围进行了确定，技

表 3　对什么是地方特色的理解情况[n（%）]
Table 3　Understanding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n（%）]

所在单位类别

卫生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市场监管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农业、海关等其他行政部门或下

属技术机构

第三方检验机构

食品企业

高校及其他科研院所

行业组织

其他人员

合计

选项

工艺为地方特有

272(29.03%)
93(9.93%)
49(5.23%)
22(2.35%)

335(35.75%)
54(5.76%)
14(1.49%)
98(10.46%)

937

原料为地方特有

261(28.78%)
86(9.48%)
46(5.07%)
18(1.98%)

343(37.82%)
54(5.95%)
14(1.54%)
85(9.37%)

907

达不到工业化标

准的小作坊生产

161(37.44%）

47（10.93%）

30（6.98%）

10（2.33%）

106（24.65%）

17（3.95%）

8（1.86%）

51（11.86%）

430

食品类型具有鲜明的

地方标志性质

252（27.63%）

87（9.54%）

44（4.82%）

20（2.19%）

357（39.14%）

52（5.70%）

15（1.64%）

85（9.32%）

912

其他

4(44.44%)
1（11.11%）

0（0.00%）

0（0.00%）

2（22.22%）

1（11.11%）

1（11.11%）

0（0.00%）

9

不清楚

792(25.62%)
215(6.96%)
200(6.47%)

60(1.94%)
1 336(43.22%)

112(3.62%)
61(1.97%)

315(10.19%)
3 091

表 4　对地方标准中指标设置的理解情况[n（%）]
Table 4　Understanding of indicator setting in local standards [n（%）]

所在单位类别

卫生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市场监管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农业、海关等其他行政部门或下属技术机构

第三方检验机构

食品企业

高校及其他科研院所

行业组织

其他人员

合计

地方标准中是否只包括食品安全指标

是

158(26.64%)
53(8.94%)
28(4.72%)

5(0.84%)
230(38.79%)

36(6.07%)
14(2.36%)
69(11.64%)

593（13.79%）

否

161(28.90%)
53(9.52%)
28(5.03%)
19(3.41%)

215(38.60%)
24(4.31%)

9(1.62%)
48(8.62%)

557（12.95%）

不清楚

814(25.83%）

224（7.11%）

205（6.51%）

61（1.94%）

1 354（42.97%）

113（3.959%）

62（1.97%）

318（10.09%）

3 151（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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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内容是否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冲突就容易判断，

因此对地方标准的范围的界定是关键。《食品安全

标准管理办法》［8］第三十九条规定“对现有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已经涵盖的食品”不备案，而对什么是

“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覆盖的”成为实践中争议的

焦点。根据调查结果，在是否被国家标准覆盖的问

题理解中，多数认为“有通用标准，但没有产品标

准”，说明多数人对国家标准覆盖的理解是被通用

标准覆盖，即通用标准中能够找到相关规定就不用

制定地方标准。我国的通用标准和食品产品标准

的划分都是以大类为原则，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

对于产品类型来说，没有任何指标管控的情况十分

罕见，因此一般可都参考产品标准或通用标准来执

行［9］。但对于确有地方特色且有国家标准中尚未涵

盖的风险指标的，可结合地方特色的原料、风险管

控、工艺、文化传承等因素综合考虑，结合不同的地

方特色食品种类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制定地方标准

的可能性。例如对于三七、五味子、冬凌草等［10］地

方特色原料，可能存在需要针对其中的特征成分制

定指标，同时还应对该原料的使用和消费情况进行

人群暴露量调查和开展安全性评价，形成综合的风

险评估材料，在科学基础上制定地方标准。但实践

中需要避免的情况是：一是产品类别明确在国标范

围内，但地标故意制定了与食品安全无关的指标，

为了宣传而做地标；二是意图打破国标中相应指标

的约束而制定地标，如添加剂的使用故意引用错误

类别等。今后应当对想要制定地标的食品，收集实

际检测数据、研究工艺过程的关键控制点、科学进

行风险评估，在实践中加强对指标适用性研究，科

学对比与国家标准的区别和联系，如国家标准确实

无法涵盖广，可以考虑研究制定地方标准［11-12］。

3. 2　是否需要制定地方标准问题

关于是否需要制定地方标准问题，应结合健康

风险的高低进行界定。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人

对地方特色食品的理解为：工艺和原料为地方特

有，且食品类型具有鲜明的地方标志性质，说明目

前对地方特色理解相对到位。食品安全标准是对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要素以

及各关键环节所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无论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或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其根本原则是保

障食品安全，不是为了降低食品安全要求而制定，

也不是为了食品质量要求而制定。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是基于对我国居民健康构成较大风险的食品

危害因素和居民膳食暴露量有较大影响的食品种

类设置限量规定，应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如食

品中的危害因素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健康风险，需要

通过风险评估来确定是否以制定地方标准的形式

进行控制。

3. 3　地方标准的指标设置问题

关于地方标准的指标设置问题，应以保障公众

身体健康为宗旨，合理兼顾其他指标。根据调查结

果显示，被调查者中认为地方标准中应当“只设置

食品安全指标”有 593 人，认为“除了食品安全指标

外还应设置特征性指标、质量指标”有 557 人。食

品安全标准应当侧重安全指标［13］，对一些产品如茶

叶、酒类等标准中规定的纯质量分级类型的指标，

如果与食品安全没有关系，应当在相应的推荐性的

地方标准中规定，但地方标准中的“特征性指标、质

量指标”也需判断其与食品安全的关系，是否属于

与安全有关的质量指标，或者是否需要解决相关的

食品安全问题。对于一些植物类的地方特色原料，

如果特征性指标是辨别真伪的重要标志［14］，应当考

虑其纳入的必要性。今后应对植物原料中的特征

性成分进行研究［15］，适当对其特征性成分含量进行

测定，如采用 HPLC 技术对植物原料中特征峰组成

的特征指纹图谱相似度的检测对比，实现植物原料

中特征物质的整体质量控制［16］，设置相关质量评价

表 5　地方特色原料标准制定需求情况

Table 5　Demand for the local standards of raw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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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7
28
29
30
31

原料名称

西洋参

三七

天麻

广陈皮

桑黄

苦水玫瑰

山银花

玫瑰花

艾草

胭脂果

鱼腥草

茵陈

西归

绞股蓝

阿胶

花椒叶

冬凌草

桃胶

黄芪

虫茶

石斛

刺五加叶

雪燕

黄皮

林蛙油

五味子

黄参

肉苁蓉

刺五加

金花茶

枸杞

次数

7
4
4
4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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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指标。

3. 4　地方特色食品原料的管理路径问题

关于地方特色食品原料的管理路径问题，应遵

循食品安全法律标准体系的整体思路。根据调查

结果显示，很多省份对于原料类的管理路径尚不明

确。按照目前原料类的管理思路，包括新食品原

料、食药物质、保健食品原料、地方特色原料等［17-19］。

根据《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食品类别属

于列入国家药典的物质的（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

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的除外）不予备案。因此，食

品类别属于食药物质的，应按《按照传统既是食品

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5］及相关要求进

行申报。食品类别属于新食品原料的，应当按照

《新食品原料申报与管理规定》［20］及相关要求进行

申报。但若不在《中国药典》中，也不属于新食品原

料的，是否应当制定地方标准，应当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应结合地方食用习惯进行食用安全性评估，

确保各类原料的管理路径不冲突、不矛盾［21-22］。而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作为地方标准的发布单位，

应对本省制定和发布的地方标准负主体责任。

随着食品原料种植、养殖技术和食品贸易的快

速发展，地方特色原料经常不局限于某一省份，对

于多省原料标准的制定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备案工作

的通知》［23］（国卫办食品发〔2024〕3 号）中提到：各地

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在经过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可

以等同采纳或认可其他省份相应的地方标准。鼓

励有相似饮食习惯、地域特色、风险管理需求的省

份探索联合制定区域性地方标准。因此今后应收

集多省制定同一种地方特色原料标准的相关资料，

协调原料在各省之间差异，出台各省地方标准立项

前的会商联络机制，共享风险评估资料和检测数

据，推广省际间地方标准的互认机制，实现地方标

准之间的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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