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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我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存在的问题及管理建议

于航宇"樊永祥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 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相继发布了百余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作为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的补充! 本文对目前已经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进行了分析整理"针对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述"并就未来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管理措施及方向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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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共同组成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 &%!% 年起"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陆续发布并实
施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随着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数量的不断增多"许多问题接踵而至"科学合理的
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才能避免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之间产生重复’交叉’矛盾* 因此"有必要对现行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并解决问
题"以便更好的让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在我国食品安
全标准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资料来源
为了对现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

分析"本研究通过相关主管部门提供资料"并查阅检
索相关网站"经筛选审查"共收集到现行有效的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文本 !(# 项及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 项* 同时本文收集了相关的法律规章"包

括-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关于开展食品地方标准清理工作的通知.等(!+") *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概况
本研究对收集到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按所属

标准类别’标准地域分布进行分类统计"同时将具
体类别的标准按照产品所属食品类别或检验方法
检测类别进行分析和统计"以便了解各地方卫生行
政部门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需求* 同时根据查
阅’对比食品安全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及现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情况"发现现行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在制定过程及内容上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行
分析与讨论"同时对日后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
与管理提出建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范围

-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没有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 * -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简称为 -地标管理办
法.$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

进一步规定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范围* -地
标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但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可
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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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食品及原料’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与食品
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检验方法与规程等食品安全
技术要求*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新资源食
品’保健食品不得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国家卫生计
生委$发布-关于开展食品地方标准清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方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时
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条例及规定执行"将 -食品安
全法.第二十条中规定的食品安全指标作为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主要内容"将食品及原料生产经营过
程的卫生要求’适合当地监管需要的检验方法作为
立项重点 (") *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
交叉’重复和矛盾&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已经涵盖的
食品品种"不宜重复制定食品产品的地方标准*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发布情况

自-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共有 &%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截止至
&%!( 年 & 月"共发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 项*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类别

根据-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
理办法.的相关条例规定"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涉及食品产品’生产经营规范以及检验方法这
" 类标准* 其中食品产品标准 !!% 项’生产经营规
范类标准 !, 项’检验方法类标准 "! 项*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地域分布

截止目前"在 &% 个发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吉林省’重庆市’上海市发布
的标准数量最多"分别占现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
&%b’!,b及 !Yb"见表 !*

表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地域分布

R:MBC!$_CA<D:O492:BF9I@D9M=@9A; A3BA2:B3AAF I:3C@HI@:;F:DFI

省份/自治区 标准数量/项 比例/b
重庆 &, !,
安徽 ! !
广东 " &
广西 !% -
河南 Y *
黑龙江 & !
湖北 * "
湖南 ( "
吉林 "& &%
江苏 * "
辽宁 " &
内蒙古 - *
宁夏 & !
山东 ! !
山西 - *
上海 &Y !Y
天津 ! !
新疆 , (
云南 - *
浙江 " &

&.($产品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涵盖食品类别
在对收集的 !!% 项食品产品类地方标准进行分

析后发现"现行有效的食品产品类地方标准主要囊
括 !- 大类食品"其中调味品及蔬菜制品类的产品标
准数目最多"分别占到所有产品类标准总数的
!&b"见表 &*

表 &$产品类标准食品类别分布
R:MBC&$>B:II9392:@9A; A3@4C3AAF ODAF=2@I@:;F:DFI

产品类别 标准数量/项 比例/b

调味品 !" !&

焙烤食品 Y -

淀粉制品 & &

豆制品 ( (

谷物制品 , Y

酒 - (

肉制品 , Y

乳制品 * *

食用菌 & &

蔬菜制品 !" !&

水产品 # ,

水果制品 ! !

糖果 * *

饮料 Y -

油 & &

其他$ !# !Y

注%$包括茶’现制现售类食品等产品标准

&.-$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涵盖类别分布
本研究对 "! 项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进行了分类"在所有检验方法类标准中"主要涵盖
Y 类检测对象"包括针对掺假及非法添加物’微生
物’污染物’真菌毒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添
加剂的检验方法标准"其中针对食品中掺假及非法
添加物的检验方法标准最多"共 !* 项"占总数的
*(b"见表 "*

表 "$检验方法标准检测物类别分布
R:MBC"$>B:II9392:@9A; A3@4C@CI@KC@4AF I@:;F:DFI

标准类别 标准数量/项 比例/b

掺假及非法添加物 !* *(

微生物 " !%

污染物 ! "

真菌毒素 & -

农药残留 ! "

兽药残留 - !#

食品添加剂 * !"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存在的问题
针对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食品产品类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所占比重
最多"占所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比例的 -#b#!!% /
!(#$ * 由此可见"在各地方有关部门制定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过程中"对产品类标准的需求明显
超过了其他标准*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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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方标准的制定类别不同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由于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得制定添加剂质量
规格’食品相关产品等标准"这就导致了产品类标
准在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另一
方面"由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受众面较大"很难
针对某一地方特色产品制定相应产品标准"同时
内容不囊括食品质量标准"而地方土特产等特色
食品众多"地方政府的监管需求也是产品类地方
标准数量多的原因之一*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重合

各地方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与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相重合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
食品产品及检验方法类标准* 食品产品类标准的
问题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
产品标准可以囊括地方标准中所制定的食品所属
类别"二是食品产品类地方标准中的各项主要指
标"可以被各项基础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相关指
标涵盖* 以酒为例"现行有效的 - 项酒类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占到产品类地方标准总数的 (b"而各项
基础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涵盖了酒类产品的各
项安全限量指标"同时产品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
也针对蒸馏酒及其配制酒’发酵酒及其配制酒单独
制定了产品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基本满足市场流
通酒类产品的标准需求"因此是否有必要针对酒类
产品单独制定地方标准需重新考虑*

对于检验方法类标准"问题体现于部分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制定的检测对象与国家标准相重复"出
现了针对同一检验目标的检验方法"地方标准与国
家标准同时存在的情况*

随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日益完善"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相重复的情况逐步增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已于 &%!* 年开展"按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方案. (*)的部署"&%!(

年前要完成 *!( 项标准整合工作"加上国家卫生计
生委已发布的 *#&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截至 &%!(

年 & 月$以及正在制定’修订状态中的标准"届时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将囊括 ! 千余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基本满足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 在这种背景
下"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需要更为严格的管理"避免
出现与国家标准重复’矛盾的情况*
".&$部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适宜纳入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
".&.!$现制现售类食品的产品标准

各地方出于对市场监管的考虑"在现行有效的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中"存在着部分针对现制现售食
品而制定的产品标准"例如现制饮料’果汁等产品

标准* 与预包装食品不同的是"现制现售产品存在
生产到消费时间短’样品不易于保存的特点"且其
相关安全指标易受到原材料’环境’人为操作的因
素影响"抽检难度大* 以致病菌为例"现制现售产
品中的致病菌会随着生产时间’生产环境或生产操
作环节而不断变化"很难通过检测食品中在某一时
间节点的致病菌含量对该食品安全与否进行判断"
因此现制现售食品不适宜用产品标准制定相关限
量的形式进行管理*
".&.&$农产品标准

部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所涵盖的内容属于农
产品范畴"对于尚不能定义为食品的农产品"不应
纳入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如活淡水鱼等*
".&."$以+打假,为目的检验方法标准

以+打假,为目的的检验方法"主要针对非法添
加物的检验"如火锅食品中罂粟碱’吗啡等非法添
加物质的的检测* 目前我国针对违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主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
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
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 (()进行管理"相关检验方法
并未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应与国家标准相统一"不建议将该类检验方法
制定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另一类+打假,则是针
对是用某种食品或食品原材料冒充其他产品"以降
低成本提高售价的情况"如羊肉中掺入猪肉’鸭肉’
狐狸肉等其他价值较低的肉类* 该类检验方法并
非出于保护食品安全的目的"使用食品安全标准进
行管理"有些越俎代庖*
".&.*$检验方法标准暂无相关限量要求

部分检验方法的地方标准中"所检测物质在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并没有相配套的限
量标准"尽管此类物质暂不属于 -食品中可能违法
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所
限制使用的添加物"但未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同时未经过食品添加剂行政许可批准使用的添加
剂在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因此该类检验方法的标
准暂时没有制定的必要性*
"."$多省份同时制定同一产品标准

考虑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涵盖范围不易照
顾到地方特色性食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在地方食
品安全的管理上无疑是国家标准的良好补充* 我
国食品生产加工范围广且流通性强"因此现行的地
方标准中出现了多省份同时针对某一产品制定标
准的情况* 在产品的相互流通中"增加了标准执行
的难度以及省际间产生贸易壁垒的可能* 以代用
茶为例"代用茶是指选用可食用植物的叶’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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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根茎等"采用类似茶叶的饮用方式#通过泡’
煮等方式来饮用$的一类产品的俗称"市面上的产
品成分五花八门’产地各异"目前暂无可执行的相
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在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统
计中发现"已经发布或有意制定代用茶类标准的省
份超过 ( 个* 同样"在检验方法类标准中"不同地方
针对受体激动剂在动物组织中的检验方法达到
" 项* 一旦各中指标存在差异"将不利于产品的流
通或监管* 因此该类标准是否再以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的形式进行管理值得商榷*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内容’格式不统一

目前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及编制说明"

内容’格式的不统一是比较明显的问题* 标准文本
的结构以及编制说明的内容差别明显* 尽管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由各地方自行管理"但在格式’结构
及具体内容上"应参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工作程
序手册. (-)的要求"保持一致* 另外在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的编号开头"应统一为 ]LG/$$$ #标准
号$!&%cc#年代号$"形成统一以便于辨识*

*$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的建议
随着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工作在各地方的深入

开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已渐渐
步入正轨* 但需要明确的是"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
是越多越好"盲目的制定既容易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体系相冲突"又容易导致食品流通’监管层面上
不必要的麻烦*
*.!$加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补充"

用以填补国家标准的空白* 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
系尚不完善是地方标准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因此
相关部门需要加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按
时完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整合及标准的制定’修订
任务"减少相关单位在食品生产’市场监管在执行国
家标准时的阻碍"满足各地食品生产和监管的需要*
*.&$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工作紧密衔接

-食品安全法.规定"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作为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补充"对地方食品安全的监管及
行业生产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随着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体系的完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
应及时跟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进度"及时废止或
修订与相关国家标准相重复或冲突的标准"同时制
定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外的标准"如新资源食品’农
产品’保健食品等*

在地方标准的立项阶段"建议各地方卫生行政

部门除了参考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外"应及
时关注历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以便了解
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情况"避免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冲突矛盾’增加不
必要的人力及财力投入*
*."$选择更理想的食品安全管理方式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现制现售产品的管理问题"
地方相关行政部门不妨考虑以加强生产经营过程
的监管作为有效的管理方式* 具体工作可以依据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 (Y) 和 _L!*,,!!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
范. (,) "根据各省监管需要"制定相关生产经营规范
类标准的形式取代产品标准"将食品相关安全指标
的限量要求按时间节点融入操作规范"增加标准可
操作性"同时保持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统
一"避免矛盾的产生*

对于以+打假,为目标的检验方法"不适宜纳入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建议参照食品添加+黑名单,
的形式采取管理"加强生产过程监管"避免违法行
为的产生*

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针对食品添加剂的检
验方法存在着缺失"建议各地方相关部门将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制定重点转移至该类检验方法标准
的制定上"这样既弥补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缺
失"同时可在验证使用后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直接
将相关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转化为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有利于增加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可行性"同时
推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
*.*$加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工作沟通交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者"应有大局观* 除了
满足自身需要"应同时考虑该标准的制定是否与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重叠或产生冲突"是否对食品在全
国的流通产生影响* 加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工作
的交流"如建立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交流平台’将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相关工作公开化"有助于各地方
在标准制定’修订工作上的相互了解"以便在各地
方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及时听取意见"避免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发布对产品流通以及其他省市市场
监管带来负面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部门一方面应加强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宣贯"提高各地方对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体系的认识"减少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交
叉’重复的现象* 另一方面也应及时了解地方需
求"对于各地方都有需求的标准或较多省份制定相
似的标准"可考虑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满足地
方监管需要的同时避免地方标准之间的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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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批准苹果酸氢钠作为被膜剂用于部分食品
$$据加拿大卫生部消息"&%!- 年 " 月 * 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公告"修订添加剂列表"批准苹果酸氢钠
&GAF9=K6HFDA<C; T:B:@C’作为被膜剂用于部分食品!

据了解"目前加拿大已对苹果酸氢钠作为被膜剂进行评估"安全性符合要求"因此批准其用于口香糖%

无糖饮料%糖果与明胶甜点粉!

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6C:B@4 >:;:F:IEAAF ]9DC2@AD:@C2AKOBC@CF :FC@:9BCF I:3C@H:IICIIKC;@A3:3AAF :FF9@9PCI=MK9II9A; ICCJ9;<

:OODAP:B3AD@4C=ICA3IAF9=K4HFDA<C; K:B:@C9; :; =;I@:;F:DF9QCF 3B:PA=D9;<ODCO:D:@9A; @AMC=ICF 9; 24CN9;<

<=K" FDHMCPCD:<CK9cCI" =;I@:;F:DF9QCF 2A;3C2@9A;CDH:;F <CB:@9; FCIICD@OANFCDI1

)I;AI:3C@H2A;2CD;INCDCD:9ICF @4DA=<4 @49I:IICIIKC;@" 9@9I@4C9;@C;@9A; A36C:B@4 >:;:F:@AC;:MBC@49I

3AAF :FF9@9PC" :IFCI2D9MCF 9; @4C9;3ADK:@9A; FA2=KC;@1R4CO=DOAICA3@49I2AKK=;92:@9A; 9I@AO=MB92:BBH

:;;A=;2C@4C]CO:D@KC;@I9;@C;@9A; 9; @49IDC<:DF :;F @AODAP9FC@4C:OODAOD9:@C2A;@:2@9;3ADK:@9A; 3AD:;H

9;S=9D9CIAD3AD@4AICN9I49;<@AI=MK9@:;H;CNI29C;@93929;3ADK:@9A; DCBCP:;@@A@4CI:3C@HA3@49I3AAF :FF9@9PC1

&相关链接$4@@O$//NNN142+I21<212:/3;+:;/2A;I=B@/;AO+:FK+%%!"/9;FCc+C;<1O4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