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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美国食品监督检查制度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其

监督检查机构的组成!管理运行机制!检查理念以及检查员

的培训特点"提出了建立基于风险和质量体系的食品监督检

查制度!综合性食品监督检查信息管理平台以及统一的食品

检查员培训和认证体系的建议"为完善中国食品监督检查制

度提供借鉴#

关键词!美国%食品安全%食品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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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新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突出了预防为主+

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等先进的监管理念'

)#"(

年

!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布了,食品生产经营日

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1办法2$#规范了监督检查

工作要求#强调了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措施#也是落实

,食品安全法-和执行1四有两责2的重要举措'当下,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正在修订#监督检查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正陆

续发布#检查员队伍建设相关制度也正在积极探索中'在这

个过程中#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对完善中国食品

监督检查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众多发达国家中#食品监管制度建设以美国最为典型

和突出#特别是食品监督检查机制#经过
.#

多年的改进和完

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

近年的文献多集中在对美国或欧盟药品监督检查的研

究#对食品监督检查制度的报到较少%对各国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整体特点分析较多#但对具体的食品监督检查运行机

制+检查员培训管理制度剖析较少'本文聚焦在美国食品监

督检查制度#深入剖析其运行机制+监督检查理念以及检查

员培训特点#并从中获得借鉴#为完善中国食品监督检查制

度提供建议'

"

!

美国食品监督检查机构的设置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具有多部门监管和分类监管的

特点'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下属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GZ*

$+农业部的食品安全检验局!

G0V0

$+动植物检疫局!

*/

HbV0

$+环境保护局!

4H*

$+疾病控制中心!

+Z+

$等
"#

多个

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保障美国的食品安全'其中#

GZ*

和

G0V0

是最核心的食品监管单位'

G0V0

负责确保肉+禽和部

分蛋制品的安全+卫生和正确标识'

GZ*

下属的食品安全

与应用营养中心!

+@:L@MKDMGDDA06K@L

O

6:A*

PP

87@A1<LM7/

L7D:

#

+G0*1

$负责监管除肉类+禽类+加工蛋制品以外的食

品!包括进口食品$#合计约占
'#I

'

GZ*

将所有管辖产品的监督检查工作放在一个单独的

机构#即监管事务办公室!

XKK7B@T@

=

<86LDM

O

*KK67M

#

XT*

$'

XT*

负责洲际间的食品生产+流通和销售管理#仅在各州+

地区内部生产或销售的食品由各个州或地区参照
GZ*

监管

要求#自行开展监督检查'

)

!

美国食品监督检查制度的特点
)?"

!

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检查原则

美国有
!$$###

家注册食品!含动物饲料$企业#包括本

&%



地企业
"%.###

家+国外企业
))!###

家#该数据尚未将受

州+地区等地方机构监管的餐厅+超市+杂货店等计算在

内)

"

*

'

XT*

拥有
..##

名检查员#超过
'%I

的员工分布在

XT*

总部外的
%

个区办公室+

)#

个地方办事处+

"!

个实验

室+

"%#

个常驻检查站及边境办公室#负责所有
GZ*

管辖产

品!包括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的监督检查

工作)

)

*

'

G0V0

拥有
'###

名检查员#负责对
()##

家企业+

)%####

不同产品实施日常监督检查'美国生产的每个肉制

品!胴体$都必须经过
G0V0

检验才能进入市场#否则被认为

违法#不能出厂)

!

*

'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庞大的检查任

务是监管者思考的重点#也是
)#""

年,美国食品现代化法

案-的亮点之一'该法案规定美国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要

接受检查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求监管机构结合风险因素#合

理分配资源#布置检查任务'该法案明确要求
GZ*

每
%

年

要对所有管辖的高风险食品企业检查一次#以后每
!

年为一

个检查周期%对非高风险企业每
$

年检查一次#之后每
%

年

为一个检查周期)

.

*

'

)?)

!

以质量体系检查为特色的
b*++H

监督检查

自
"&&%

年开始美国先后对海产品+肉制品+果汁产品等

高风险食品建立了
b*++H

强制要求)

%

*

'

GZ*

在
"&&$

年

,食品法典-中#将对该类企业的
b*++H

检查列为重要的监

督检查类型)

(

*

'与常规食品检查不同#

b*++H

检查是基于

体系管理的检查#通过对关键控制点的管控#对企业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整个可控状态进行评估#强调危害风险分析和

预防#强调企业自控履行食品安全责任'同时#

GZ*

认识到

在日常监督检查中#运用
b*++H

理念能够更有效地查找和

发现食品危害'

)#"%

年
&

月
""

日#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

法-的配套法规,食品现行良好操作规范+危害分析及基于风

险的预防控制-正式实施生效'该法规要求所有在美国销售

的食品#其生产+加工+包装及储藏企业都要满足良好操作规

范!

2FH

$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b*++H

$要求)

$

*

#这也

意味着
b*++H

检查将成为全面普及的重点任务'

)?!

!

以问题为导向的监督检查

美国食品监督检查员统称是1消费者保护官员2#从称呼

定义上突出了监督检查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消费者'检查员必

须严格按照,监督检查操作手册-开展工作#具体流程可以概

括分为
$

个步骤)

)

*

"出示官方证件
)

发布检查通知表
)

执行

检查
)

检查结果讨论会议
)

提交监督检查报告
)

结果公布
)

企业整改'其中特别强调检查员在结束检查活动后#离开工

厂前#必须将检查记录与企业负责人通过会议的形式进行沟

通#目的是让企业更清楚地了解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解决措

施#检查员也会帮助企业分析原因和提供建议'部分食品企

业甚至还会邀请检查员参加企业质量保障方案的制定会议#

并给予指导和建议'因此#食品检查员不仅仅是监管者#也是

帮助企业解决质量问题#提高质量管理的专家和指导者'

)?.

!

监督检查的信息化管理

GZ*

和
G0V0

的监督检查工作信息化管理程度较高'

XT*

外勤业绩与执行追踪系统!

G7@8A *BBD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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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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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5

#

G*+J0

$将
XT*

收集的数据

集中整合到全国监管系统#它是
GZ*

综合管理现场检查任

务+企业信息+合规行动和定期发布报告的平台'

XT*

的实

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6̂QDM6LDM

O

V:KDM56L7D: F6:6

=

@5@:L

0

O

NL@5

#

V̂F0

$是全国样品检测管理数据库'

GZ*

现场检查任务的分配+发起+执行+结果公布#甚至

企业整改反馈均通过统一的网络系统完成'

GZ*

检查员接

收到系统分配的检查任务后#按照检查操作手册的要求#需

要完成一系列规范化检查报表的填写并提交网络管理系统#

其中包括最典型的
GZ*.')

检查通知表+

GZ*.'!

检查观察

表和最终的企业设施检查报告!

4NL6Q87N;5@:L7:N

P

@BL7D:M@/

P

DML

#

4VT

$'相应的网站会也及时公布日常检查结果#主要

包括三类#即
X*V

!需要采取官方行动$+

C*V

!需要企业采取

自愿行动$或
1*V

!不需要采取行动$'检查结果同时附有受

检企业的名称和地址+检查日期+受检产品类型等信息#也一

并公布'按照美国,信息自由化法案-的要求#每一位公民都

可以向
GZ*

申请#要求获得检查的原始记录'

类似的#美国农业部建立了公众健康信息系统平台

!

H<Q87Bb@68L;V:KDM56L7D:0

O

NL@5

#

HbV0

$#它要求所有检查

员和企业必须在该系统注册#通过一系列数据收集+记录和

综合分析#服务于从检查任务发起到结果公布乃至企业整改

反馈的全部流程'

)?%

!

统一的检查员教育和培训

GZ*

高度重视监督检查员的培训工作#新的,食品安全

现代化法案-实施后#美国在
%

年内将增加
".

亿美元开支#

主要用于新增检查员培训工作)

'

*

'

XT*

负责
GZ*

食品检

查员的培训和认证工作#同时也与其他授权单位合作开展培

训#如国际食品保护培训机构!

VGHJV

$+食品保护伙伴关系

!

HGH

$等'

为确保监督检查质量的统一性#美国先后建立两个重要

标准#即自愿性全国零售食品监管项目标准!

CD8<:L6M

O

16L7D:68T@L678GDDAT@

=

<86LDM

O

HMD

=

M650L6:A6MAN

#

C1GTH0

$

和加工食品企业监管项目标准!

F6:<K6BL<M@AGDDAT@

=

<86LDM

O

HMD

=

M650L6:A6MAN

#

FGTH0

$'

C1GTH0

意在统一各个州+辖

区和地方的检查执行标准#它规定了食品零售企业检查员入

职后
"'

个月内及以后的培训标准和要求#主要包括
%

项内

容#即预检验学习+初步实地培训+独立检查+现场检查标准化

以及继续教育培训)

&

*

'

FGTH0

项目意在加强美国联邦和各

个州在食品安全标准+监督检查方案和执法行为三个方面保

持一致#促进联邦政府和各个州的有效合作'该标准规定了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人员入职后
).

个月及以后的培训标

准#分为初级+高级和继续教育培训三个阶段)

"#

*

'

综合来看#两类监督检查人员的培训形式均涉及专业课

程学习+现场检查实践学习和继续教育学习%培训的内容包

括法规知识+

b*++H

质量管理体系+微生物学+流行病学+

食源性疾病的调研+标签标识和致敏原等专业知识#以及采

样+取证等技能操作培训#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沟通交流技

巧的培训%培训的设计体现了分段培训的特点#突出了继续

教育和考核认证的重要性'

此外#

GZ*

还按照
V0X

(

V4+"$#).

国际化要求#开展了

针对各类检查员的认证项目#包括"食品生产!含农场$检验

员+饲料生产检查员+海鲜产品检查员+低酸罐头食品检查

员+加工产品检查员+零售食品检查员和进口食品检查

#(

安全与检测
!

)#"$

年第
"

期



员等)

""

*

'

!

!

美国食品检查经验的借鉴
!?"

!

建立基于风险分析与质量体系的检查制度

!?"?"

!

坚持1风险分析2原则
!

)#"(

年数据统计)

")

*显示中国

食品生产企业
"!()!!

家#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

家#食

品经营许可证!含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

")!!'$')

件'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数量庞大#生产质量管理水平偏低#检查任务

繁重#特别是中国尚未建立专职食品检查员制度#对企业的监

督检查工作主要由各级食品监管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和审评+

检测+监测的技术人员兼职'只有坚持以科学数据为基础的

风险分析原则#合理配置检查资源#才能实现科学高效监管'

!?"?)

!

树立1以问题为导向2的监督检查理念
!

监督检查不

仅仅是发现问题或处罚#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提升质量管理措施'应重视将监督检查记录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交流#使其及时了解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纠正措

施'借鉴美国经验#鼓励检查员积极参与企业食品安全保障

方案相关会议讨论中#从源头设计上保障食品安全'

!?"?!

!

逐步探索基于质量体系的
b*++H

监督检查制度

质量源于设计的1

lQZ

2药品检查理念同样适用于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

"!

*

'企业的食品质量安全可控不仅仅依靠先

进的技术和设备#更重要的是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日常监

督检查 强 调 全 面 检 查#侧 重 对 目 前 生 产 过 程 的 监 督'

b*++H

监督检查则是侧重于对生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

个状态的监督#即确保质量安全体系是可控的'中国,食品

安全法-鼓励企业积极采用
b*++H

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管理

水平#但不属于强制要求!婴幼儿配方食品除外$'国家认监

委要求
$

类出口产品必须建立
b*++H

控制体系'

)#"%

年

,中国
b*++H

应用发展报告-白皮书指出全国通过
b*++H

认证的企业数量约
.###

余家)

".

*

'长远来看#随着产业发

展#

b*++H

将成为企业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方式'在此基

础上#呼吁中国探索建立高风险食品企业的
b*++H

强制管

理要求和监督检查指导文件'

!?)

!

建立综合性食品检查信息管理平台

综合化信息管理平台是保障监督检查工作的有效措施'

一方面#将检查员信息+企业信息+监督检查记录和结果实行

数据化管理#便于根据风险分析原则优化资源#合理布置检

查任务'另一方面#日常监督检查信息是反映企业质量安全

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应考虑建立国家层面的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及时汇总各地监督检查信息和结果#并将其与企业风险

判定相关的一系列因子#如"生产许可管理+企业诚信记录+

抽样检测结果+召回等信息的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面

动态监管平台#加强综合监管力度'

!?!

!

建立统一的检查员培训和认证体系

1办法2规定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对检查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然而#食品的监督检查专业性

强#不同类型企业加工工艺相差较远#对检查员的能力要求

也不同'为确保和提升监督检查工作质量#应建立和实行统

一的培训教材和考核体系'借鉴国际经验"

'

在培训管理

方面#为检查员建立学习档案和记录#开展分阶段的职业教

育+继续教育培训并认证%

(

在培训内容上#注重将专业知

识和实地培训相结合#加强对沟通技能的培训%

)

在培训方

式上#应充分利用网络培训平台优势#确保统一培训标准#扩

大培训覆盖面'

.

!

结语
食品监督检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降低食品安全风

险#保护公众健康的重要途径'当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

品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尽管中国食品监督检

查已经形成了1办法2为中心的规范基础#但是在质量体系的

监督检查+检查任务和检查数据的管理以及检查员的培训认

证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积极借鉴美国的成熟经验#建

立基于风险和体系管理的检查制度+综合性的食品监督检查

信息管理平台和统一的检查员培训和认证体系#对完善中国

的食品检查制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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