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乳制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调查研究——赵丹霞，等

广东省乳制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调查研究

赵丹霞，张燕，龙顺荣，梁祖培，熊波，吴胜泽，朱小钿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  佛山  528300）

摘 要：目的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对食品生产许可企业完成监管。方法　本文通过对广

东省内 26 家乳制品生产企业的体系检查，剖析现代乳制品生产企业的内在问题，通过问题风险发现趋势，查找原

因。结果　通过问题整改，加强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意识，完善监管部门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措施。结论　食品生产

企业体系检查市场是强化过程监控、问题发现、风险管控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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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ystem inspection of dairy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AO Danxia， ZHANG Yan， LONG Shunrong， LIANG Zupei， XIONG Bo， 

WU Shengze， ZHU Xiaotian
（Guangdong Testing Institute of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Guangdong Foshan 528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market regulation administration completes the supervision of food production licens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system inspection of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  Method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nal 
problems of modern dairy produc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system inspection of 26 dairy produc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finds the causes through the trend of problem risk discovery.  Results　 Through 
problem rectification，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strengthen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by 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　 The system inspection of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strengthen process monitoring，problem discovery and ris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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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乳制品产量

达 3 031. 7 万吨，2022 年 1~11 月我国乳制品累计

产量达 2 848. 9 万吨，同比增长 2. 8%。据统计，我

国乳制品的人均消费量约为世界人均量的三分之

一，约为发展中国家人均量的二分之一。随着我国

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乳制

品行业发展潜力巨大。由于受奶牛养殖环境的影

响，我国主要牛奶养殖场北方居多，南北发展不均

衡，而乳制品消费人群多集中在南方及沿海地区城

市群［1］；因此，一直存在“北奶南调”的困境，给广东

省乳品生产企业的生鲜乳长途运输、贮存质量安全

和成本造成困扰，给企业质量体系运行增加难度。

广东省是全国经济第一大省、人口第一省，质

量强省；2022 年广东省生产总值超过 12. 9 万亿元，

约占全国 GDP 的 11%，占全国人口的 8. 92%；广东

省工业发达，食品品类繁多，人口数量庞大，消费需

求结构复杂，市场监管任务十分艰巨。由于乳制品

的种类多元化、消费形态多样性，一直深受人民群

众和消费媒体的关注，给广东省乳制品行业发展带

来了机遇，同时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和监管

压力。乳制品是我省重点食品品种，市场监管部门

一直高度重视乳制品的生产质量安全，乳制品生产

企业体系检查是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提升产业质

量安全其中一项重要措施。

“体系检查”源于 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对国内 106 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开展

生产许可换证审查和再审查后，总结工作经验，将

这种生产许可条件保持、管理制度落实和检验能力

相结合的检查方式，作为国内食品安全管理的一种

全新监管手段并推广实施［2］。2016 年，《食品生产

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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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总局令第 23 号）第十八条规定，鼓励食品生产

经营者选择食品安全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自身的食

品生产经营管理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日常

监督检查的参考。2019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确定了广东省等 8 个省市开展食品生产企业体系

检查试点［3］，从此“体系检查”逐步铺开。2021 年，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49 号）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通过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等发现问题线索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飞

行检查，对特殊食品、高风险大宗消费食品生产企

业和大型食品经营企业等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

况实施体系检查。从 2019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确

定广东省开展食品生产企业体检查作为试点开始，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将乳制品定为重点食品品种，连

续 4 年对乳制品生产企业开展体系检查工作，对生

产企业的原辅料验收、生产条件、管理制度及落实

情况、生产工艺及物料核算等实施食品安全体系检

查，目的是通过体系检查发现企业食品安全深层次

问题，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按照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提升

企业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通过不断地改进、优

化检查工作，完善乳制品体系检查机制，对我省的

乳制品产业质量提升，成效显著，值得推广使用。

1　资料与方法

1. 1　检查对象

据统计，我省现有乳制品生产企业 43 家，主要分

布在广州、深圳、汕头市等地。本论文共收集近 4 年

以来对乳制品生产企业实施体系检查的情况，共获

得 26 个样品。样本覆盖珠三角（17 家）、粤东（7 家）、

粤西（1 家）和粤北（1 家）4 个区域，其中涵盖大型企

业 8 家、中型企业 11 家、小型企业 7 家，以及 3 种生

产许可申证单元（液体乳、乳粉、其他乳制品），具有较

好的统计代表性，能客观反映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1. 2　体系检查方法

采用现场查看、座谈交流、询问提问、调阅记

录、跟踪验证产品质量、查阅凭证、核算物料投入产

出、检验能力考核等方式。检验能力现场验证由检

查组根据企业原辅材料及生产产品性质，选取相应

的质控样或标准品，采取盲样测试、加标回收测试、

留样复测等方式验证企业检验能力。

1. 3　体系检查程序

1. 3. 1　准备阶段

成立体系检查工作组，明确检查范围与名单、

编制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实施方案和工作文书等。

1. 3. 2　组织实施阶段

组成专家组，依据检查工作方案和计划对企业

实施食品安全体系检查，检查结果通报企业和企业

所在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1. 3. 3　总结阶段

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形成体系检查工作

报告。

1. 3. 4　整改处置阶段

企业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所在地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措施和责任。

1. 4　检查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2016 版）》

《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则（2010 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GB 12693—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2013）等实施体系检查［4-10］。

检查内容包括：企业资质、生产场所、设施设

备、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人员管理、原辅料采购管

理、生产过程控制管理、仓储管理、产品出厂检验、

不合格品管理、产品标识标注、产品追溯等管理制

度和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不合格问题样品的原因分

析、问题查找、召回处置、整改落实等方面，共分为

17 项 100 条检查条款（表 1）。

2　结果

2. 1　乳制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情况

本次乳制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共检查企业 26

表 1　乳制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项目条款表

Table 1　Item term of dairy production enterprise system 
inspectio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检查项目

企业资质

生产场所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卫生管理

采购进货查验

产品标签管理

贮存运输管理

过程管理

人员管理

检验管理

不合格品管理

产品防护管理

信息化、追溯召回管理

文件管理

食品安全自查管理

检验能力现场验证

总计

检查条款号

1.1~1.3
2.1~2.11
3.1~3.7
4.1~4.2
5.1~5.21
6.1~6.11

7.1
8.1~8.8
9.1~9.11

10.1~10.5
11.1~11.5
12.1~12.4
13.1~13.3
14.1~14.4
15.1~15.2

16.1
17.1
—

条款数量

3
11

7
2

21
11

1
8

11
5
5
4
3
4
2
1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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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问题项共 214 项（表 2）。其中，问题项目数最多

的样本有 17 项；问题项目数超 10 项的样本 9 家，

占样本总数的 34. 62%，占问题项目总数的 58. 88%；

现场检验能力考核不通过样本 10 家，占样本总数

的 38. 46%。

本次乳制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项目共有 17 项，

其中发现问题 15 个，主要集中在生产场所、设备设

施、卫生管理、过程管理及检验能力等 5 项项目，分别

为 35 项（16. 36%）、35 项（16. 36%）、31 项（14. 49%）、

28 项（13. 08%），分别涉及样本数为 19 家（73. 08%）、

19 家（73. 08%）、14 家（53. 85%）、18 家（69. 23%）、

10 家（38. 46%）。

2. 2　问题条款分析

2. 2. 1　问题条款

本次乳制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共有 100 个检

查条款，问题项主要分布在 66 个检查条款。其中，

8 个检查条款问题较为突出，占 30% 以上的样本涉

及该类问题项，分别为生产场所项目的 2. 7、2. 9、
2. 11 条款，设备设施项目的 3. 3、3. 6 条款，卫生管

理项目的 5. 3 条款，检验管理项目的 11. 1 条款，检

验能力现场验证项目的 17. 1 条款。主要问题项：

有 11 家企业的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

作业区存在物理隔离措施不足（2. 7 条款）；有 10 家

企业的给排水设施、清洁消毒设施、废弃物存放及

贮存运输等设施设置不规范（3. 3 条款）；有 10 家企

业现场试验考核项目未通过，检验技术能力或质控

管理措施不足（17. 1 条款）；有 9 家企业的原料、成

品、包装材料等不同性质物料未区分贮存场所或分

区存放，物料堆放或标识混乱，容易产生交叉污染

（2. 11 条款）；有 9 家企业的生产厂房屋顶、墙壁及

地面有破损，或地面有积水，防止虫害和污染的措

施不足（2. 9 条款）；有 9 家企业的检验报告、原始记

录不规范、完整（11. 1 条款）。

2. 2. 2　生产场所和设备设施

检查发现有 23 家存在生产场所和设备设施等硬

件问题，问题条款数共计 70 条（其中生产场所 35 条，

设备设施 35 条，详见表 2），占问题条款的 32. 71%。

表现为：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

隔离门损坏或无法关严；功能区布局或人流、物流

不合理；厂房改造或设备变更后未及时报备；车间

天花、墙体或地面破损、地面积水，地漏没有水封设

计，工具材质不符合规定；物料存放不规范、无标

识，贮存环境条件不符合物料要求；配料间内原辅

料未进行名称、开封日期及有效期等信息的标识；

关键生产设备未进行有效计量检定或校准。

分析其主要原因为：受疫情原因影响，部分小

表 2　26 家乳制品企业体系检查问题项汇总表

Table 2　The problem items of system inspection found in 26 dairy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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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发现的问题项目数统计/项

企业

资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生产

场所

3
3
2
2
1
2
2
1
3
1
0
2
1
2
2
2
3
0
1
0
1
0
1
0
0
0

35

设备

设施

3
1
2
1
3
3
2
1
2
2
0
1
0
3
1
2
3
0
0
1
0
2
0
0
1
1

35

工艺

流程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卫生

管理

2
4
3
2
2
3
3
0
1
2
1
3
2
0
1
0
0
2
0
0
0
0
0
0
0
0

31

采购进

货查验

1
1
1
4
0
0
1
4
0
0
0
1
0
1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16

产品

标签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贮存

运输

3
2
1
0
1
1
0
0
1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2

过程

管理

0
2
4
1
1
1
2
1
1
1
3
1
2
0
1
2
0
1
2
0
0
1
0
0
1
0

28

人员

管理

1
1
0
1
1
2
0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检验

管理

0
0
1
1
0
0
1
2
2
0
1
0
1
1
0
1
0
1
0
1
1
0
0
1
0
0

15

不合格

品管理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产品防

护管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信息化、

追溯召回

2
1
1
1
1
0
0
2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文件

管理

1
1
0
1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7

食品安

全自查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检验能力

现场验证

1
0
1
1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1
1
0
0

10

小计

17
16
16
15
14
13
12
12
11

9
8
8
8
8
7
7
6
5
5
4
3
3
2
2
2
1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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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产企业产量严重下滑，厂房和生产设备停用，

企业没有按相应的管理制度对硬件设施定期维护

和保养；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资金链断裂，不愿意投

入资金，更新或改造设备设施；部分中型生产企业，

由于扩能增加新生产线或厂房搬迁，不愿对旧有厂

房和设施投入资金维护；企业忽略了《食品生产许

可审查通则》变更规定，国家法律法规培训不足。

2. 2. 3　卫生管理

检查发现有 14 家存在卫生管理问题，问题条

款共计 31 条，占问题条款的 14. 49%。表现为：作

业区工衣穿着不规范，一般作业区或准清洁区人员

进入清洁作业区；清洁作业区与准清洁作业区的工

作服共用洗衣机清洗；车间或仓库防虫措施不足，

有虫害迹象；企业委托虫害公司报告未显示虫害来

源评估或没有整改措施记录；地面和生产设备上

有润滑油污渍；盛装废弃物的装置没有明确标识；

消毒剂没有标识或缺少配制记录、有效日期等

信息。

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企业管理人员业务水平有

限，卫生管理制度宣贯和考评不到位，导致部分工

人贪图方便，漠视清洁区卫生管理规定；企业管理

人员对防虫害制度缺乏系统学习和认识，混淆纠正

措施和预防措施。

2. 2. 4　过程管理

检查发现有 18 家存在生产过程管理问题，问

题条款共计 28 条，占问题条款的 13. 08%。表现

为：进入清洁作业区的物料，未经过拆除外包装等

保洁程序；消毒液配制记录与规范要求不一致；生

产关键设备设施没有使用规程、清洁维护计划或相

关记录；未按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点的规范要求，进

行过程巡查、检验并记录；关键控制点超出范围，未

有异常处理记录；未按细则要求对清洁作业区进行

空气质量监测、未能出示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洁净度检测报告；未对进入生产区域内的人员进行

定期或不定期的体表微生物检查。

分析其主要原因有：生产和质量管理部门的相

关制度未能做到相互衔接，导致质量管理部门未能

发现生产操作问题，生产部门未能及时反馈关键信

息；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食品安全管理员缺乏外部

培训和同行间交流，对相关法规、标准、规定及管理

制度的培训不足，未能尽到质量安全管理职责。

2. 2. 5　采购、查验和贮运管理

检查发现有 14 家存在采购、查验和贮运管理

问题，问题条款共计 28 条（其中采购、查验 16 条，

贮运管理 12 条），占问题条款的 13. 08%。表现为：

生乳供应商审核、评估程序制定不完善，未对生乳

供应商定期进行现场审查；原辅材料供应商资质审

查不到位、证明材料（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生产

许可证及明细表、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检验报告等）不齐全；未查验生乳和成品

运输服务提供者的相关证明文件（生鲜乳准运证、

健康证等），以及运输过程的温度监控记录；原辅材

料索证索票不齐全，进货查验项目或参数指标与相

关标准或企业内部规范不一致；物料库存卡信息记

录不完整，物料卡显示数量与实际数量不一致。不

同产品标签未严格分区存放，或标识信息不明确。

合格品与不合格品在相近区域存放，无明显标记；

仓库温度记录数据超过程序文件规定的范围，无处

理措施。

分析其主要原因有：采购、验收相关人员对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识不足，管理制度的制修订存

在理解偏差，不符合实际规范；采购与验收制度、操

作规程和相关记录表格的培训不到位，操作人员责

任心不足，敷衍应对；中小型企业的仓库管理人员

大多为低学历或大龄工人，学习能力和提升空间有

限，面对复杂烦琐的仓储管理，容易反复出现操作

缺陷、疏漏。

2. 2. 6　检验能力

检查发现有 15 家存在检验管理和现场能力验

证问题，其中 10 家现场检验能力验证未通过。表

现为：出厂检验原始记录信息不完整，或缺少检验

方法标准等信息，记录涂改不规范；出厂检验项目

或参数要求与出厂放行制度要求不一致；采用非标

准方法进行检验时，未定期对相关检验方法进行验

证并记录；缺少检验人员实操培训和考核记录；实

验室冰箱内试剂、标准菌株与样品混放，或存放过

期试剂 ；关键检验设备未进行有效计量检定或

校准。

分析其主要原因为：食品检测岗位是企业的基

层岗位，但却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学历，对

于中小型企业或偏远地区企业难以提供较好的待

遇和发展前景，因此高技术水平的检验员流失严

重；受疫情原因影响，各地常态化限制人员出行，近

年的培训学习和交流活动基本停止，管理人员和技

术人员水平得不到有效提升；叠加企业要降低疫情

期间的运维成本，不愿意投入资金给新员工培训，

对法规、制度、工艺和标准等的理解不到位，导致管

理混乱［3］。

2. 3　建议

2. 3. 1　强化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2. 3. 1. 1　积极整改发现的问题

企业要积极配合所在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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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系检查整改措施；组织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和行业专家，从源头解决问题，举一反三，落实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并定期跟进整改措施的效果评

价并改进。

2. 3. 1. 2　加强生产条件保持

加强生产场所和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落实生

产硬件设施的管理制度。增强企业负责人的食品

安全管理意识，加强质量管理人员对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通则及相关法规的培训，理解生产许可细则条

件要求和相关标准；保持生产条件有效运维。

2. 3. 1. 3　加强全过程控制

加强奶源管理，加强牧场审核，严把养殖环节

管理，对生鲜乳采购、运输全时段监控。加强原辅

料管理，加强供应商资质审核，落实原辅料查验贮

存管理等制度和记录。加强过程管理，贯彻各项生

产过程工艺制度，建立良好生产规范与关键控制点

体系。

2. 3. 1. 4　加强安全风险防控

加强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质量管理体系

进行检查评价，查找食品安全风险。加强食品突发

事件处理，对监督检查、抽检监测、媒体报道、投诉

举报等问题的排查分析和风险隐患消除。加强食

品召回管理，对上市的问题食品停止生产销售并实

施召回，及时告知消费者。

2. 3. 1. 5　加强检验能力

落实原辅料和产品检验责任，加强原辅料、中

间产品、成品以及卫生状况的检验；严格按照食品

安全标准进行检验，加强检验人员的培训和培养。

2. 3. 2　强化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管理

2. 3. 2. 1　落实体系检查的闭环管理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地方监管部门督促企业

落实检查整改措施和计划，压实主体责任，加强交

流互动，及时跟进整改效果和质量，并上报省级监

管部门；加强交流互动；必要时组织专家组开展“突

击检查”和“回头看”活动。

2. 3. 2. 2　优化生产许可审查和体系检查

针对企业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

理意识薄弱，对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生产许可

细则和相关法规标准理解不透彻等问题；建议监管

部门一方面加强乳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培训，提升企

业质量安全员和核查员技术水平，提高材料审查与

现场核查质量；另一方面加强对企业软件和硬件的

检查，强化问题导向，帮扶企业做好整改提升工作。

2. 3. 2. 3　推行信息化管理

针对企业信息化建设工作落后、追溯召回难度

大等问题，建议将乳制品作为监督检查重点，利用

“互联网+”思维，建立生产企业监管信息平台，实现

日常网络监管企业的生产信息；实行信息共享，交

流互动，同步提升。

2. 3. 2. 4　利用检验检测机构力量

针对企业检测技术能力不足问题；利用第三方

检验检测机构技术，通过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中发

现的问题产品和项目，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质量分

析会议和企业检测技术培训，定期开展企业形式检

验比对；加强企业检验人员的检验操作技术水平。

3　结论

目前，体系检查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一种检

查手段，在全国多个省市针对重点食品品种逐步开

展，特别是对广东省乳制品产业质量提升，成效显

著。现在，我国乳制品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过程

中，质量体系运维仍存在不少问题，乳制品企业仍

有较大的质量提升空间。希望通过本次体系检查

研究成果，完善乳制品体系检查机制，推动乳制品

企业提质增效，指引其他食品生产企业规范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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