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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通报数量"通报国家"通报类型"产品类别"危害类别

>

个角度!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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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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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T

'对中国食

品安全的通报情况!总结其特点及关注的重点食品种类和风

险因素#据此!提出了完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三点建议%

#

建立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平台$

$

准

确分析食品安全风险特点!做好出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

加强对欧盟标准的跟进!提高企业主体责任#

关键词!食品安全$危害分析$欧盟食品与饲料快速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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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盟委员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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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建立的食品安全快速反应机制,

'

-

)它在

欧盟各成员国食品与饲料安全主管机构+欧盟委员会健康和

消费者保护总署+欧洲食品安全局+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沟通网络,

%

-

(促进成员国食品安全主管机

构进行食品+饲料和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方面的信息交换(并

采取措施确保食品安全)随着食品安全贸易的全球化发展(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日益受到重视)

#U$TT

不仅是欧盟成员

国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U$TT

通报也是欧

盟非成员国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参考依据)近年

来(不少文献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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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U$TT

通报情况(尚未见对
%&'+

年
#U$TT

通报

的分析)本文拟以
#U$TT

平台数据,

'&

-为基础(从通报数

量+通报国家+通报类型+产品类别+危害类别
>

个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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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U$TT

对华通报的特点及其所关注的重点

食品种类和风险因素)

'

!

#U$TT

通报介绍

':'

!

成员国组成情况

#U$TT

成员国包括欧盟
%+

个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

士登+瑞士+挪威
@

个欧洲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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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U$TT

在各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及欧洲食品安

全局均设有联系点(任何成员国一旦获悉有威胁人类健康的

食品危险存在(欧盟委员会将立即得到消息(并将信息通报

给其他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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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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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类型

#U$TT

成员国都设有全天
%@3

运作的专职机构来保证

通报信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送+接收和回应,

+

-

)

#U$TT

坚持每周发布一期通报(每年发布一次年度报告)根据通报

>



的严重性以及产品在市场的分布情况(可以将通报分成三

类"禁止入境通报+预警通报和信息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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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禁止入境通报"食品和饲料在
#U$TT

成员国边界

外被检测和发现存在健康风险(被拒绝入境后(

#U$TT

发布

禁止入境通报)该通报将发往所有
#U$TT

成员国的边界口

岸(从而加强控制(防止被拒绝产品在其他
#U$TT

成员国口

岸再次入境)

!

%

#预警通报"上市产品存在严重的健康危害(必须立

即采取行动时(由首先监测到相关情况并已采取措施!如下

架#的成员国发出预警)这种通报旨在将发现的问题告知

其他成员国(使其检查问题产品是否也出现在自己所管辖的

市场中(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

?

#信息通报"上市产品存在一定风险(但其他
#U$TT

成员国不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时(发布信息通报)不需要采取

措施的原因可能包括通报产品还没有进入其他
#U$TT

成员

国的市场或已经不再出现在市场上(或者是风险本身不需要

立即采取措施)

除了上述
?

种通报(

#U$TT

还会发布一些各成员国非

常关注的食品和饲料安全信息(称为新闻(这样的信息不属

于预警通报+信息通报和禁止入境通报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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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U$TT

对华食品通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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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的整体情况

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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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U$TT

对华通报增加了

%&:'>P

)但对华产品通报量占同期欧盟通报总量的比值下

降了
&:(&P

)这主要是由于
%

年来(

#U$TT

发布的产品通报

总量由
%*%'

例增加到
?+>+

例(增加了
%,:(%P

(增幅大于

对华通报数量增幅)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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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U$TT

对华产品通报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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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分类 时间 单位 食品 饲料 食品接触材料 合计

欧盟通报
!!

对华通报
!!

对华通报占欧

盟通报量比值

某类产品通报

占对华通报总

量的比值
!!

%&'(

年 例
%>,' %&* '?' %*%'

!

%&'+

年 例
??** %?* ''* ?+>+

同比增加
P ?':(*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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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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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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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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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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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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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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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P (*:%> %:@, %,:%( SS

占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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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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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U$TT

对华的
?%%

例通报中(包括食品类通报

%%?

例+饲料类通报
,

例+食品接触产品类通报
*'

例(依次占

对华产品通报总量的
(*:%>P

(

%:@,P

(

%,:%(P

)数据表明食

品类通报是
%&'+

年
#U$TT

对华通报的主要类型(其次是食

品接触材料+饲料)该结果与
%&'(

年对华的三大类产品通

报数量排名类似)

%

年来(

#U$TT

对华通报中食品类通报数量增加了

>%:+@P

(增幅显著$饲料类产品和食品接触类产品的通报数

量下降明显(分别下降了
(&:&&P

和
'&:+,P

$各类产品通报

占同期欧盟同类产品通报总量的比值(也呈现了类似的规

律(其中食品类通报增加了
&:*&P

$饲料类通报下降了

(:%%P

$食品接触材料类下降了
':?*P

)

%:%

!

通报国家

如表
%

所示(

#U$TT

系统统计显示(

%&'(

年对中国食品

进行通报的国家有
%>

个(排名前
(

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西

班牙+荷兰+意大利+德国和瑞典(占同期对华食品通报总数

的
(%:??P

)

%&'+

年对中国食品进行通报的国家有
%%

个(通

报数量最多的前
(

名国家依次为西班牙+荷兰+英国+意大

利+法国+波兰(占
#U$TT

对华食品通报总数的比值合计

(*:*(P

)

%

年来(英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都是对华食品

通报数量最多的前
@

名国家(通报量约占据全部对华食品通

报量的
>%:&>P

和
(&:&*P

)

%:?

!

通报类型

如图
'

所示(相比
%&'(

年(

%&'+

年禁止入境通报仍然是

主要的通报类型(其次是信息通报+预警通报$禁止入境通报

占比增加了
>:+,P

$预警通报占比增加了
%:+?P

(信息类通

报占比下降了
,:>%P

)

%:@

!

产品类别

图
%

数据表明(坚果+坚果产品和种子始终是通报数量

最多的食品(

%

年来占对华食品通报总量的比值均在
@&P

以

上)与
%&'(

年相比(

%&'+

年通报数量较多的前六大类产品(

增加了头足类动物及其产品(由
'

例增加到了
''

例(主要原

因是企图从未经授权的经营商处进口鱿鱼产品)其他五大

类产品占比变化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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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类别

#U$TT

系统将引起食品安全危害分为
%>

类(如图
?

所

(

权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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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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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食品通报国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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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国家
通报数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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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占比*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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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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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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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英国
!!!

%* ?' '*:,( '?:*& ' %

西班牙
!!

%@ >+ '(:@@ %>:>( % '

荷兰
!!!

'@ ?' *:>* '?:*& ? %

意大利
!!

* '> (:'( (:+? @ @

德国
!!!

, * >:@, @:&@ > +

瑞典
!!!

+ > @:+* %:%@ ( ''

波兰
!!!

( '' @:'' @:*? + >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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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希腊
!!!

> ( ?:@% %:(* , '&

挪威
!!!

> & ?:@% &:&& , SS

捷克共和国
@ , %:+@ ?:>* '' ,

马耳他
!!

? > %:&> %:%@ '% ''

丹麦
!!!

? % %:&> &:*& '% ',

瑞士
!!!

? & %:&> &:&& '% SS

匈牙利
!!

? % %:&> &:*& '% ',

比利时
!!

? , %:&> ?:>* '% ,

芬兰
!!!

? ? %:&> ':?> '% '(

奥地利
!!

% ' ':?+ &:@> ', %'

立陶宛
!!

% & ':?+ &:&& ', SS

塞浦路斯
!

% ? ':?+ ':?> ', '(

保加利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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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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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SS

斯洛文尼亚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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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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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年通报数量位列前
>

的危害因素依次为霉菌毒素+

掺假*欺诈+农药残留+控制不佳*不足+病原微生物)

%&'(

年

位列前
>

的危害因素依次为霉菌毒素+掺假*欺诈+农药残

留+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剂+过敏原)

%:>:'

!

霉菌毒素
!

由霉菌毒素超标引起的通报共有
,'

例(

占同期对华食品通报量的
?(:?%P

(是引起
%&'+

年欧盟对华

食品通报的第一大类危害)原因均是出口花生或花生仁中

黄曲霉毒素
^

'

或黄曲霉毒素总量超标)与
%&'(

年相比(该

类通报数量由
>@

例增加到
,'

例(增加了
>&:&&P

(占同期对

华食品通报的比值由
?(:**P

调整为
?(:?%P

(基本维持

不变)

%:>:%

!

掺假*欺诈
!

由掺假*欺诈引起的食品通报共有
%@

例(占同期对华食品通报量的
'&:+(P

(是引起
%&'+

年欧盟

图
'

!

%&'(

"

%&'+

年
#U$TT

对华食品通报类型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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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食品通报产品类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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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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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元延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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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对华食品通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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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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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U$TT

对华通报食品危害类别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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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食品通报的第二大类危害)主要原因是企图从未经授

权经营商处非法进口食品(产品缺少卫生证书和*或产品分

析报告+产品卫生证不合规等问题)其中非法进口食品
''

例(包括鱿鱼产品
*

例+鸡翅+咸鸡蛋+牛肉干!

'

例通报中包

括
?

种产品#和米粉
'

例$缺少卫生证书和产品分析报告
*

例(伪造卫生证
?

例(卫生证过期
'

例)与
%&'(

年相比(该

类危害引起的食品通报数量增加了
':@

倍(同期占比由

(:,>P

增加到
'&:+(P

(增长了近
@P

(增长明显)

%:>:?

!

农药残留
!

农药残留通报共
%'

例(占同期对华食品

通报量的
*:@%P

(是引起
%&'+

年欧盟对华食品通报的第三

大类危害)主要问题是茶叶!

+

例#中发现噻嗪酮+诺特呋

喃+乙腈+蒽醌+唑虫酰胺+水胺硫磷+啶虫脒+吡虫啉+三唑

磷+异丙威(枸杞!

'&

例#中发现了呋喃丹+克螨特+己唑醇+双

甲脒+丙炔酸+炔草酯等农药残留)茶叶和枸杞两类产品的

通报占对华农药残留通报总量的
,&:*>P

)此外(杨梅中发

现灭多威+绿豆中发现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白菜中发现氟硅

唑+有机灵芝提取物中发现稻瘟灵各
'

例)与
%&'(

年相比(

该类风险引起的食品通报数量增加了
&:@

倍(占同期对华食

品通报的比值由
'&:%+P

调整为
*:@%P

(基本维持不变)

%:>:@

!

控制不佳*不足
!

控制不佳*不足而被通报的情况有

%&

例(占同期对华食品通报量的
,:*+P

(是引起
%&'+

年欧盟

对华食品通报的第四大类危害)主要原因是企图从未授权

经销商非法进口鱿鱼类产品!

'&

例#+金枪鱼!

'

例#(温度控

制差或冷链断裂!

+

例#等)另外(有辣椒籽卫生状况不佳!

'

例#导致霉菌污染$猪肠衣温度控制不佳(感染昆虫!

'

例#)

与
%&'(

年相比(该类风险引起的食品通报数量增加了
':>

倍(同期占比由
>:@,P

增加为
,:*+P

(增长了约
?:>P

(增长

明显)

%:>:>

!

病原微生物
!

由病原微生物引发的通报
'?

例(占食

品通报总量的
>:,?P

(危害因素位居第
>

)其中诺如病毒
@

例(出现在活牡蛎以及双壳贝类产品中$沙门氏菌
>

例(分别

出现在干辣椒!

%

例#+牛肉配料!

'

例#+婴儿配方奶粉!

'

例#+

枸杞!

'

例#中$其他还有李斯特菌出现在牛肉配料中!

'

例#(

蜡状芽孢杆菌出现在豆制品中!

'

例#(亚硫酸盐还原菌出现

在盐水蘑菇中!

'

例#(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出现在牛肉中!

'

例#)与
%&'(

年相比(该类风险引起的食品通报数量增加了

':(

倍(同期占比由
?:@%P

增加到
>:,?P

(增加了
%:@'P

)

?

!

%&'+

年
#U$TT

对华食品通报的特点

?:'

!

食品通报数量同比上升%严重性风险通报数量增加

欧盟认为公示的通报越多(证明监管越有力(成员国防

控风险就更及时有效,

'%

-

)

%:'

数据显示与
%&'(

年相比(

%&'+

年
#U$TT

系统通报数量增加了近
'

*

?

!

%,:(*P

#(对华

食品通报量增加约
'

*

%

!

>%:+@P

#)一方面表明欧盟及其成

员国越来越重视利用
#U$TT

开展食品安全控制工作(

#U$TT

对欧盟各国食品安全控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表明欧盟对中国出口食品关注增加)

%:%

结果显

示
%&'+

年边境拒绝和预警通报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信息

通报的比例下降)由于边境拒绝和预警通报的风险类型高

于信息通报(表明对华食品通报中严重性食品危害通报比例

呈现上升趋势)以上
%

组数据表明中国出口欧盟食品安全

形势的严峻性)

?:%

!

通报产品种类呈现新特点

?:%:'

!

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监管趋于加紧
!

有

研究,

'?

-

%@表明
%&'?

"

%&'>

年欧盟对华食品通报中(排名靠

前的三类产品是坚果+坚果产品和种子(蔬菜水果(可可及可

可制品)本研究发现(

%&'(

"

%&'+

年对华食品通报中(坚果+

坚果产品和种子(蔬菜+水果(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

食品是通报数量排名前三类的食品种类)膳食补充剂开始

成为近
%

年来欧盟关注的另一个重点)这与欧盟近年出台

的一系列食品补充剂相关法规密不可分(如"

%&'+

年
+

月欧

盟更新了.食品补充剂协调指令/

,

'@

-

(更新了%食品补充剂&

,

权威论坛
!

%&',

年第
+

期



的定义(并对食品补充剂的化合物纯度+标签广告+每日最大

限量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同年还发布!

-W

#

%&'+

*

'%&&

法

规,

'>

-

(拒绝
R_U

有助于提高记忆功能(聚葡萄糖能够改善

肠道功能(

T/745;1

&

/̀X

降低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功能的健

康声称)由此可知(近
%

年欧盟对食品补充剂类食品的监管

趋于加紧)

?:%:%

!

水产品通报增加显著
!

张艳荣,

'?

-

%@认为
%&'?

"

%&'>

年
#U$TT

对华通报中(水产品通报相对较少$本研究中发现

%&'(

"

%&'+

年水产品,包括鱼和鱼类产品+头足类动物及其

产品!鱿鱼#+双壳贝类产品-通报数量增加明显(三类产品通

报量占
%

年通报量的
*:>P

(值得引起关注)

?:%:?

!

对华通报产品种类与
#U$TT

总通报密切相关
!

%&'+

年
#U$TT

年度通报分析数据显示(所有食品通报中数量最

多的前五类产品依次为坚果+坚果制品和种子(禽肉及其制

品(水果和蔬菜(鱼和鱼制品(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

食品(依次占全年通报比例为
'>:+%P

(

'@:,+P

(

'@:,+P

(

'&:+,P

(

*:%,P

,

'(

-

)该结果中(除禽肉及其制品外(其他四

大类产品也是
%&'+

年
#U$TT

对华通报量最多的产品)表

明欧盟在坚果+禽肉和蔬菜类产品通报数量较多的基础上(

加强了对保健食品以及鱼和鱼类产品的关注度)

?:?

!

新旧风险并存%呈现新特点

?:?:'

!

霉菌毒素类通报始终位居第一(监管标准严格
!

自有

报道以来霉菌毒素类通报始终是引起
#U$TT

对华通报的首

要危害)一方面与欧盟设定的严格标准相关)欧盟对供人

类食用的花生及其制品中
^

'

限量为
%

'

=

*

J

=

(且黄曲霉毒素

^

'

+

^

%

+

Y

'

+

Y

%

总量的限量是
@

'

=

*

J

=

$

%&'+

年欧盟对华通报

实例中黄曲霉毒素
^

'

最低值是
%:@

'

=

*

J

=

(黄曲霉毒素总量

最低值
@:'

'

=

*

J

=

,

'&

-

(可见欧盟监管标准之严格)目前中国

仅有对黄曲霉毒素
^

'

的限量!

%&

'

=

*

J

=

#(对黄曲霉毒素
^

%

+

Y

'

+

Y

%

没有要求)另一方面与企业自身的质量控制体系有

关系(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花生类产品的晾晒过程+存储

条件和运输不当(造成霉菌污染(从而阻碍出口)

?:?:%

!

食品掺假类通报占比增加(成为重要通报危害类型

张艳荣,

'?

-

%@研究发现
%&'?

"

%&'>

年欧盟对华食品通报

中(霉菌毒素+农药残留+食品成分不合格是造成对华食品通

报的三大类主要的风险因素)本研究中发现
%&'(

"

%&'+

年

欧盟对华食品通报中(霉菌毒素+掺假欺诈+农药残留位居前

三$食品掺假欺诈取代了食品成分不合格(成为重要的通报

风险种类)

自
%&'?

年欧洲%马肉风波&以来(欧盟将食品掺假和欺

诈作为一个新的风险因素(重点评估)

%&'+

年欧盟建立了

反食品欺诈工作网络!

M34-WH;;9H</D9548G;<J

#(通过与

各国加强合作建立国家反食品欺诈联络点(共同应对跨国性

食品欺诈行为,

'+

-

)食品欺诈也是近年来国际研究学者的关

注热点(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食品保护与防御国家中心

!

B/80;5/1!4584<H;<T;;9Z<;84280;5/59R4H4564

(

B!TZR

#创

建了 经 济 利 益 驱 动 型 欺 诈 事 件 数 据 库 !

-2;5;.02/11

I

;̀80L/849U9D184</80;5"52094586R/8/7/64

(

-̀ U

#

,

',

-

)李丹

等,

'*

-认为当前中国食品欺诈和
-̀ U

事件占据了食品安全

事件的较大比重(食品欺诈和
-̀ U

风险防控将是未来食品

安全问题防控的重点)

@

!

结论
中国是欧盟第四大非欧盟食品出口国,

'?

-

'

(加强
#U$TT

对华通报的跟踪+研判+预警+评议对完善中国食品监管体

系(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提升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国际市

场竞争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

)分析总结欧盟
#U$TT

体系的特点(提出以下三点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

!

建立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平台

#U$TT

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预警机制(该系统的良好运行(对欧盟及其他成员国提前发

现潜在的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避免食品安全事件+保护消费

者生命和健康等方面(提供了信息保障和依据)总结

#U$TT

成功运行的基础(一是全面而又及时的食品安全信

息来源)欧盟每个成员国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都必须及时上

报
#U$TT

$二是基于数据分析的通报信息再利用)

#U$TT

每年出一期年报(全面阐述通报情况(分析各国通报的重点

风险和产品种类(便于成员国和企业把握重点风险(建立应

对措施$第三
#U$TT

建立了针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预警平

台,

%'

-

(便于消费者及时了解其所关注国家的最新食品安全

信息)借鉴欧盟经验(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预警

信息平台(加强对食品安全信息数据的分析和管理(抓住系

统性+重点性风险的特点(真正实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早发现+

早研判+早预警和早处置(保障人民饮食安全)

@:%

!

精准分析食品安全危害特点%做好出口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

!!

以风险分析为基础(针对欧盟通报的突出重点产品+重

点危害加强监管)既要加强对坚果+坚果产品和种子(蔬菜+

水果出口类产品的监管(也要注意到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

和强化食品以及水产品等通报数量增加明显的产品的监管)

既要坚持做好对霉菌毒素+农药残留等长期存在的食品安全

风险的防控(也要加强对食品掺假+食品控制不佳等通报数

量增长较快的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精准分析输欧产品不

合格的原因(并对潜在风险进行科学评估(提高出口监管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发布官方预警信息)

@:?

!

加强对欧盟标准的跟进%提高企业主体责任

近年来欧盟食品监管法规不断更新(如仅
%&'+

年欧盟

发布了!

-W

#

%&'+

*

'+&

,

%%

-及!

-W

#

%&'+

*

'+'

,

%?

-条例(修订

%%

种农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加强了对农药残留的监管)欧

盟限量标准的变化(是典型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这要求中

国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和解读欧盟食品限量标准变化(积极

应对$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督促企

业关注
#U$TT

相关通报情况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预警信息(

主动采取措施(规避风险(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从源头

降低食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其次加强

进出口食品检测和监管体系(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加强对出口产品检测(把好出口检验关(提高出

口产品质量)

*

第
?@

卷第
+

期 元延芳等"

%&'(

"

%&'+

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对华食品通报情况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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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盟食品安全局!

!"#$

"消息#为了进一步保护婴幼

儿免受食品中农药残留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欧盟食品安全

管理局针对婴幼儿食品中农药残留提出了一些建议$

建议如下%

!

%

" 对可能存在于婴儿和儿童食品中的某些种类的农

药残留量的最高残留量进行审查#即使是在可能的最高暴

露水平确保对
%&

周以下的婴儿提供充分的保护$

!

'

" 在欧盟食品安全局科学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
%&

周以下婴幼儿农药残留的具体安全摄入量$

食品法典委员会根据这些新的建议更新食品科学委

员会在
%(()*(+

提供的建议$

!来源%

,--./**01234566789-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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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关于婴幼儿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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