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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网络食品贸易的行政监管制度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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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网络食品交易的行政监管制度是德国联邦消

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协调建立的"主要由-食品和日用

品管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德国网络食品贸易监控

中心和/

I4!

倡议0所推行的质量认证体系
0

个部分组成#

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统一监管平台的建立以及权

威社会机构的质量认证"确保了德国网络食品贸易的食

品安全与消费者权益#借鉴德国经验"中国可以通过确

立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和协调的法定职能!

构建网络食品贸易的统一监管平台"以及将
KQRRM

认

证标准作为网络食品安全质量认证的核心标准等维度"

对中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进行完善性构建#

关键词!德国$网络食品$食品安全$行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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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联网电商的迅速发展$使网络食品贸易成为

当前食品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与传统食品贸易相比$

网络食品贸易受地域限制小(价格低廉$而且购买便

捷)

!

*

$从而深受广大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青睐%然而$正

是因为网络食品贸易跨地域和高流动性等特点$致使中

国传统的食品贸易监管模式面临严重挑战%

在全球互联网电商的浪潮下$德国的消费者也越来

越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购买日常用品)

4

*

%面对这一发展态

势$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于
45!0

年与联邦

各州展开合作$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网络食品销售监管机

构$并建立了一系列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随着

各项监管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机构的建立$德国互联网食

品安全保障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得到了加强%因此$通过

分析德国较为成熟的网络食品销售监管制度进而以此为

借鉴$找出中国在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方面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完善对策$对于当前网络食品贸易中

食品安全的有效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的制度
考察

!!

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了改

变$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食品贸易网络化的现象$为保护

消费者健康和控制食品质量$其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

不得不开始转型%

!1!

!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的产生背景

根据德国互联网销售食品(饲料(化妆品(消费品及

烟草产品控制中心!下称,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及德

国电子商务和邮购商协会公开的数据表明)

4G7

*

$

45!$

"

45!"

年$德国的食品(化妆品(饲料(消费品及烟草产品

!统称,日常用品-#的线上交易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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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网络食品贸易销售额以每年约
45F

的速度增长

!图
!

#+

45!"

年
!

"

!4

月$日常用品线上交易总量增长了

61JF

$实现了总销售额
74

亿欧元+网络食品贸易销售额

达
!71"7

亿欧元$比上年增长
4510F

$其网络市场份额超

过
05F

%正是在网络食品贸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

下$对于网络食品贸易的食品安全保障已经成为食品安

全行政监管领域日益重要的事项$并为德国相应的网络

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社会

基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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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年德国网络食品贸易销售额

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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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的主要构成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主要由与其相关的

法律制度(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和质量认证体系
0

部

分构成%

!141!

!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的相关法律
!

德国网

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的法律根源是德国的0食品和日用

品管理法1

)

#

*

$以及欧盟议会及理事会发布的0欧盟食品

安全白皮书1

)

J

*

%该法为食品安全的其他法规提供了原

则和框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保护消费者$避免食品(烟

草制品(化妆品和其他日用品危害消费者健康$损害消费

者利益%该法同样适用于网络食品贸易%

!1414

!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
!

网络食品贸易监控

中心是由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于
45!0

年

设立的贸易监控中心$集中了食品监管和电子商务专家$

以便通过专业化的方式应对网络食品贸易管理的挑战$

保证互联网食品消费者获得与线下常规食品消费同样的

食品安全保障$并为此对网络食品贸易中的食品安全问

题进行常态化监控%该控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在网络上

搜索有安全隐患的食品$以及未在当地食品监管部门登

记注册的商家$一经发现$立刻通知当地食品监管部门上

门调查(取证$督促其将问题食品下架或帮助商家完成注

册手续)

6

*

%基于此$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在国家层面

的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的相关职能主要包括
0

项&

一是对互联网食品贸易中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问题食品

进行调查$并为州一级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相关问

题食品本身及其经营者的具体情况+二是督促网络食品

经营者履行网络登记注册的义务$并向其传递和交流与

食品经营及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三是与不同国家及机

构进行各种形式的网络食品安全监控相关的合作等)

"

*

%

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的成立$为德国网络食品贸

易中的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提供了统一的平台$能够有效

地避免因不同食品监控机构之间的重复性调查造成的资

源浪费$或者因调查困难造成的行政监管效率和质量低

下的问题%尤其是相关食品安全的网上查证和取证工作

在监控中心的统一平台上操作$有效促成了不同食品监

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通过集中食品监控流程最小化

监控成本的典型范例$并为网络食品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提供了有效的行政监管保障%

!1410

!

I4!

质量认证体系
!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

的另一重要措施是要求线上食品经营商家在,

I4!

倡议

!

I4!8-)9)(9)<;

#-协会推荐的权威机构进行质量认证并获

取质量认证标识%,

I4!

倡议-协会由德国企业家阿方索/

赫斯贝格于
!"""

年组建$该协会旨在与政府部门共同推

进德国社会数字化发展)

!5

*

%该协会针对网络交易拟定了

一系列章程$其中一个核心内容为
I4!&

质量标准)

!!

*

%该

标准建立的目的在于帮助从事互联网产品销售的企业提

高企业信誉$也为消费者提供指导%按照该标准的规定$

网络食品销售商必须在食品监管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后方

可申请,信赖商铺-,检验合格网店-等认证标识%目前$

$

家认证机构!可信商店(

%K8

零售机构有限责任公司(德

国技术监督会南德集团以及数据保护认证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网络商家质量认证)

!4

*

$有认证标识的网店意味着

已受监管$所售食品的安全性更有保障)

!0

*

%实际上$

I4!

网络质量体系是德国网络食品贸易中食品安全行政监管

部门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协助其完成监管职能的重要制

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德国行政部门监管能力有限的

缺陷$并成为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的有机组

成部分$对于德国网络食品贸易的食品安全保障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使德国网络食品安

全在全世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成为当今世界上较为成

熟的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之一%

4

!

中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的
问题审视

41!

!

尚未建立有统一组织与协调的网络食品安全行政

监管机构

!!

德国的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能够高效运作的原因

之一$是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这一专门的

#'

"

3̀*10J

"

S31$

邵茹花!德国网络食品贸易的行政监管制度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构在相关部门之间的高效协调与联

系$使相关联邦政府部门(州一级的相关行政机构和社会

组织的网络监管能力有效整合%中国当前尚未建立统一

组织和协调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机构$使当前的网

络食品安全监管存在典型的多头管理的情况)

!$

*

$不利于

整合不同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资源$这是当前中国网络

食品贸易食品安全监管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414

!

尚未构建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的统一操作平台

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能够协调有效运行

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

局专门设立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这一中心的存在为

德国不同部门之间在食品贸易行政监管方面的协调提供

了统一的操作平台$从而确保不同网络食品贸易监管部

门之间在行使监管权力时和谐且高效运作$避免了重复

监管和监管空白造成的监管效率低下%反观中国$当前

因为尚未构建一个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的统一操作平

台$不同监管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面临取证困难或者多

重取证等问题$造成了行政监管资源的大量浪费$制约了

中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

410

!

尚未健全被消费者广泛认可的网络食品质量认证

体系

!!

德国的网络商铺质量认证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了德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力量有限的不足$是德国

通过社会力量辅助行政监管$并使社会力量成为整体行

政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重要典范%中国0食品

安全法1第
$!

条和第
$4

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应遵守法律

条款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这些法律条款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最低法律标准$食品安

全监管仍然需要相关行政管理机关通过行政监管予以落

实$中国食品相关协会也应积极联合行政部门发挥其辅

助监管作用$共同推进网络食品商铺质量认证体系%事

实上$中国当前也存在由社会力量推动的网络食品质量

认证体系$如绿色食品标志认证体系$

8[E"555

认证体

系$

YPM

认 证 体 系$

8[E!555!

环 境 认 证 体 系$以 及

KQRRM

认证体系等%然而$这些认证体系基本上处于各

自为战的状态$而且因为缺乏宣传和推广$无论是食品经

营者和消费者均未形成网络食品安全意识%

0

!

中国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的
构建进路

!!

在充分借鉴德国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对中国网

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制度进行构建与完善%

01!

!

确立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和协调的法定

职能

!!

针对当前中国缺乏网络食品贸易监管的统一组织和

协调机构的问题$有必要对0食品安全法1以及相关法律

条款进行修改%具体来说$应当对0食品安全法1第
7

条

和第
#

条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修订%一方面$将现有

0食品安全法1第一章第
7

条的规定,国务院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修改为,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组织和协调其他食品安全管理部

门的食品安全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将现有0食品安全

法1第一章第
#

条,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可以在乡镇或者特定区域设立派出机构%-修改为,县级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在乡镇或者特定区

域设立派出机构$并在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下负责本行

政区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通过对上述0食品安全法1相关条文的修改$即在法

律上确定了中央一级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对全国的食

品安全行政监管工作的统一组织和协调职责$以及地方

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级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工作的

统一组织和协调职责$使中国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能

够发挥类似于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有效整

合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的网络食品贸易监管资

源的作用$有效提高相关行政监管能力%

014

!

构建网络食品贸易的统一监管平台

德国的网络食品贸易监控中心的运行实践表明$统

一的网络食品贸易监管平台的存在$能够充分发挥互联

网平台对于行政监管的技术上的优势$有效整合不同行

政管理部门的监管资源$并从技术上防止职责不明导致

的监管混乱%因此$有必要借鉴德国的网络食品贸易监

控中心的成功经验$发挥中国在大数据利用方面的技术

优势)

!7

*

$构建中国自身的网络食品贸易的统一监管平台%

具体来说$这一平台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部分内容&

!

!

#在确认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和协调

的法定职能的基础上$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一法

定的国务院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牵头组建统一的

网络食品贸易监管平台$并负责协调和维护平台的日常

运作%

!

4

#这一平台应当包括所有与网络食品贸易相关的

监管流程$包括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与食品安

全管理相关部门的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工作$并通过

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相关监管工作必须通过这一

统一监管平台完成%

!

0

#平台内部实现信息共享%通过分级管理的形式$

不同性质和不同级别的网络食品贸易行政监管部门根据

自身职责享有信息获取权限$同时承担相应的信息采集

和录入义务%

!

$

#对于已经存在的信息而出现重复采集或录入行

为$或应当存在而相关监管部门尚未采集和录入的信息$

$'

安全与检测
[QN%XU O8S[M%RX8ES

总第
40$

期
"

454!

年
$

月
"



统一监管平台会自动提醒相关人员+对于超出相关权限

的信息获取或采集和录入行为$以及其他不符合权限规

定的监管操作则直接禁止%

010

!

将
KQRRM

认证标准作为网络食品安全质量认证的

核心标准

!!

德国
I4!

网络质量认证体系对于网络食品安全行政

监管有明显的辅助作用$充分说明了建立网络商铺质量

认证体系对促进食品安全监管有积极作用%因此$借鉴

德国
I4!

网络质量认证系统的成功经验$构建符合中国

国情的食品安全质量认证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于

网络食品安全行政监管的辅助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

鉴于当前中国食品安全认证体系名目繁多$不利于

形成相关各方广泛认可的认证体系意识的现状$有必要

将当前世界上最受公众认可和接受的且经过实践证明成

效卓著的
KQRRM

认证标准)

!7

*作为中国网络食品安全质

量认证体系的核心标准%早在
455"

年
4

月就由中国国家

认监委牵头发布了
Yc

'

X4J0$!

"

455"

0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

KQRRM

#体系
!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1$作为

强制性标准$旨在以科学性和系统性为基础$关注食品的

安全性$运用
KQRRM

原理$将食品安全风险预防(消除

或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与之前的
Yc

'

X!"706

"

455$

0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KQRRM

#体系及其应用指南1

相比$

Yc

'

X4J0$!

"

455"

引用了
8[E4455

&

4557

标准的

部分内容$引入了食品防护计划的概念$强调了,前提计

划-的必要性$对
KQRRM

计划的建立与实施的具体步骤

提出了新要求%

45!7

年
!!

月$中国国家认监委与全球食

品安全倡议组织!

YN[8

#签署合作协议$

YN[8

正式承认中

国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KQRRM

#认证制度%

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就企业而言$一是对标准

认识不足$相关体系文件未及时更新(修订$质量管理制

度不完善+二是企业质量体系文件浮于形式$与生产实际

脱节%就全社会而言$该认证体系的宣传力度不够$未获

得全社会尤其是普通消费者的认可%因此$首先应当由

食品行业协会牵头$在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

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下$组织食品生产一线的专家讨论$

并制定符合不同产品生产实际和具体产品特点的管理制

度%其次$由食品行业协会推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核准的方式确定由资质优良的认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认证

工作%最后$由相关行政部门(食品行业协会和食品经营

者三方合作$在社会上广泛宣传相关食品安全质量认证体

系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及其对于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的重

要性$在社会上形成对
KQRRM

食品安全质量认证体系重

要性和必要性的共识$促成
KQRRM

认证标准为社会公众

广泛认可和接受$使其成为网络食品贸易中食品安全行政

监管的有力辅助和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

!

结语
整体来看$德国作为网络食品贸易的大国和食品安

全监管较为严厉的发达国家$在网络食品贸易的行政监

管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使德国成为世界上食品

安全最具保障的国家之一%因此$通过对德国网络食品

贸易行政监管制度的详细分析$并以此为对照寻找中国

类似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借鉴对中国食品贸易行

政监管制度进行完善性构建$能够有效保障中国网络食

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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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中游离棉酚含量测定的扩展不确定度
- M

!#

V

4J0

Y

4

V

$J#'

.

'

B

.

%

根据
Yc755"1!$6

"

45!$

中检出结果有效保留位数

等要求$最终植物油中游离棉酚含量测定结果的报告为&

7i

!

$6m7

#

'

.

'

B

.

!

Ki4

#%

7

!

结论
通过对植物油中游离棉酚含量的检测$分析和评定

了游离棉酚检测过程中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并计算出

检测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结果表明$植物油中游离棉

酚含量检测结果不确定度的重要来源为高效液相色谱仪

的性能(样品前处理的重复性以及标准曲线拟合%因此

在植物油中游离棉酚检测过程中$要做好高效液相色谱

仪的性能维护与监控并加以控制+完善标准曲线的配置$

做好标准物质的有效核查+加大检测人员培训$完善和规

范检测程序$确保人员操作的规范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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