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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5年实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第 42条规定:“国家应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随着食

品工业化的发展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 建立食品全程追溯系统，对于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以及查找食

品链中的不安全问题点将起到非常重大作用，已成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重要措施。根据追溯涉及到的食品

供应链组织, 可以将追溯划分为内部追溯和外部追溯。食品链中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追溯就属于内部追溯, 目

前我国较多食品企业尚未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且自动化程度较低, 另外我国食品企业生产的食品种

类繁多,缺少指导性文件导致内部追溯存在较大的困难。本文对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追溯的现状与发展进行概述, 

建议通过健全同类产品追溯系统以及提高食品企业自动化程度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追溯系统, 以更好地保障

食品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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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food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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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42th of the newly revised Food Safety Law implemented in 2015 says that, the state shall 

establish full traceability of food safety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ustomer 

requirements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recalling unsafe food and finding 

food in the chain of insecurity, and has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to improve food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traceability of food supply chain involved in organization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internal 

traceability and external traceability. Foo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link in the food chain belongs to the internal 

traceability. More food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 have not yet set up a complete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have low degree of automation and wide variety of food, so as to lead to greater difficulty to follow due to the lack of 

specific guidance intern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overviewed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o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raceability, and suggested that internal traceabil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food safety,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similar products and the automation degree of foo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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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15 年 10 月 1 日,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

施, 其中第 42条规定, “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

体系, 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

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1]。2016年 1月 7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食

用植物油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指导意见(食药监

食监一〔2015〕280 号)[2]和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食品

安全追溯信息记录规范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5〕281

号)[3], 由此可见, 我国已经从国家法规层面开始督促追溯

体系的建立。随着互联网到物联网的发展, 建立有效的、

高效的追溯体系对于保障食品安全意义重大。食品安全追

溯可以再现食品供应过程的信息, 能够帮助查找危害的流

向。但追溯本身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生产和流通过程

中对危害的识别、评估、控制和预防措施才是减少食品安

全危害并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本。通过追溯体系，识别、

预防、控制和降低整个食品供应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是食品行业企业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目标和方向[4,5]。 

2  追溯的定义及范围 

2006 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制定了 CAC/GL 60-2006《食品检验和认

证体系中运用可追溯性/产品追溯的原则》[6], 将可追溯性

定义为“在特定生产、加工和分销阶段跟踪食品流动的能

力 ”, 并将可追溯性与产品溯源作为同一术语。在

ISO22005:2007[7]对定义中的“流动”进行了解释, 即“流动”

可能涉及食品或饲料原料的来源、加工历史或分销。各国

的食品追溯相关标准基本上都遵循和沿用了 ISO 

22005:2007中关于可追溯性的定义。 

GB/Z 25008-2010[8]中对追溯单元定义如下: 需要对

其来源、用途和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追溯的单个产

品或同一批次产品。同时也说明了追溯包括追踪和溯源 2

个方面。“追踪”是指从供应链的上游至下游跟踪追溯单元

运行路径的能力, “溯源”是指从供应链下游至上游识别追

溯单元来源的能力。根据我国等同转化自 ISO 22005:2007

的食品追溯国家标准 GB/T 22005-2009《饲料与食品链的

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9], 追

溯的目标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确定产品的来源、便于产品

的召回、识别饲料和食品链中的责任组织、支持食品安全

和/或质量目标, 满足当地、区域、国家或国际法规或政策, 

提高组织的效率、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等。 

根据追溯目标的不同, 对象不同, 追溯的单元、范围

及信息也就不同, 一般追溯单元指单个产品或同一批次产

品, 当追溯单元从一个组织转交到另一个组织进行追踪和

(或)溯源的行为称为外部追溯, 也就是指在企业之间追溯

产品来源和去向, 追溯链可以跨不同行业。而一个组织在

自身业务操作范围内对追溯单元进行追踪和(或)溯源的行

为称为内部追溯, 指在一个单一的企业内部追溯产品单元, 

外部追溯与内部追溯的关系如图 1所示。一个外部追溯节

点可以代表内部追溯节点的集合, 即针对该产品的企业内

部追溯的所有节点可以归并成集合, 用产品的一个交易单

元表示。 

 

 
 

图 1  追溯关系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ceability 
 

3  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追溯 

3.1  追溯的主要内容 

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追溯可以看作是内部追溯, 当

食品工厂确定追溯单元后, 对内部追溯的信息进行整合, 

追溯信息主要划分为基本追溯信息及扩展追溯信息。内部

追溯中的基本信息要求以实现追溯单元在组织内部的可追

溯性以及快速定位物料流向为目的, 能够实现组织内各环

节间有效链接的必须信息。 

追溯管理可以从“精度”、“广度”、“深度”三个维度进

行衡量, 目标不同追溯实施的精度、深度和广度也不同[10]。

追溯的精度[11]指追溯信息的时间精度, 如年、月、天、班

和时等。追溯的广度是指追溯所涉及的范围, 追溯可以只

在加工企业内部实施, 也可以延伸到直接的供应商、分销

商, 可以覆盖整条食品链或者跨越多条食品链。追溯的深

度指可追溯的产品的粒度, 如托盘、箱和单个产品等。 

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追溯更多地需要考虑追溯的精

度和深度。以原料入库到成品出库为节点, 考虑追溯管理

及相关信息。 

3.1.1  原料验收及贮存 

最基本应该包括原料名称、产地、规格、数量、生产

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运输车船信息、供货者信息(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合同号(订单号)、入库人员、入库

日期、验收要求及检验报告编号等(原料也包括其他辅料、

包装材料及食品添加剂)。 

3.1.2  生产过程 

根据生产工艺, 对生产中领料、投料、包装和物料平

衡等信息进行记录。 

3.1.3  成品检验及贮存 

应包括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检验

日期、检测机构、执行标准、检验结果、采样地点、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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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检验报告批准人等。 

3.1.4  产品销售 

应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

保质期、检验合格证号、销售日期(发货日期)、发货地点、

出厂检验报告编号、购货者信息(包括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销售合同号(订单号)、发货人。 

3.2  发展现状 

3.2.1  国外追溯现状 

不同国家对追溯采取的相关措施及法律要求不同 , 

如美国红肉行业实施自愿性可追溯, 而欧洲牛肉则实施强

制性追溯[12]。在美国, 美国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食品安

全监管实行从上到下“链条式”管理。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食品实行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

这种管理方法避免了各环节间的监管空白和重叠, 便于食

品供应链上各环节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搜集、发布和传递。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食品生产环节可追溯制度现已基

本实现, 由于大部分企业采用的都是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

械加工, 生产记录全部由电脑直接记录保存, 保障了生产

环节的可追溯性。 

3.2.2  国内追溯现状 

我国食品生产环节的追溯已基本实现, 但大部分工

厂的记录都是通过纸制版进行记录和保存, 生产过程的监

控也多是人员进行监控, 这使得追溯的效率降低, 正确性

较差, 容易出现涂改和丢失的现象。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初就开始了食品质量安全行动, 先后发布了《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重要的法

规标准[13,14]。另外, 商务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工信部等多个部委也先后出台了《全

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规范(试行)》、《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操作规程通则》、《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等规章, 规

范各自管辖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 

2013 年 3 月 10 日, 国务院出台方案对食品安全监管

机构进行大部制改革, 新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把国家质检总局生产环节、工商管理总局流通环节的监管

职能合并, 减少了监管机构的数量, 并进行职能整合。尤其

是将食品安全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监管工作归总给新设的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来统一监管, 为食品安全可追溯

制度的构建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采取措施, 建

立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要求生产企业实行全过程记录制

度, 督促形成上下游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可查询、可控制、

可追究的追溯体系和责任机制”[15]。 

3.3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3.3.1  未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国内食品加工企业多数规模较小, 生产能力较弱, 缺

乏安全食品的生产和控制能力, 企业管理水平较低, 食品

安全意识较为薄弱。对于食品生产环节的追溯, 最好先建立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2014 年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单位个

数已经达到 39314 个, 大中型食品企业在 2014 年大幅度增

加[16]。当前我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占食品加工企业总

数的比例约为 21%; 大中型食品工业企业所占比例更少, 约

为 3%[16]; 小、微型企业和小作坊仍占全行业的 75%以上。 

当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比如良好生产规范要求、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在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

同时建立追溯体系就更容易实现。 

3.3.2  食品工厂自动化较低 

在自动化方面,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跟发达国家还

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开始在完善, 即在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自动化的追溯系统, 但全

面实现自动化还需要时间。 

3.3.3  食品种类繁多, 缺少指导性文件 

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断促进

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 甚

至包括一些原本不用加工处理的食品(比如生鲜食品也做

一些简单的包装清洗等处理后再进行销售)。因此加工环节

的追溯管理涉及面也越来越大, 不同产品和企业追溯的体

系建设细节也不相同, 因此我国追溯体系的建立仍然任重

道远。 

3.4  发展前景 

3.4.1  同类产品追溯系统的健全 

同类产品由于生产工艺相对一致, 采用的设备及追

溯记录的要求会形成系统的程序及文件, 更易于外部追溯

的进行及编码。而建立同类产品追溯系统, 不仅需要政府

部门的号召, 也需要有各个企业的参与, 大企业带动小企

业, 共同参与制定相关的体系建立, 但这也关系到不同企

业的商业机密, 在保证基本工艺相同的情况下, 寻找每个

工艺中所需要记录和保存的数据, 做到可以根据最终保存

的记录了解生产过程中关键控制步骤。 

3.4.2  自动化的程度提高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下降人工费用越来越高, 企业

要不断扩大规模,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引入自动化的设

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过程也将会是企业的一个挑战, 人

工与机械工作的精密性和自主选择性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自动化设备可能带来新的工艺设计, 消费者需要在感官上

做出选择和调整, 比如剔骨机与人工剔骨。剔骨机是通过

挤压将肉内的骨头去掉, 影响肉的整体美观, 而人工剔骨

则是选择性划开肉筋进行去骨, 可以保证肉的完整性, 因

此完全实现自动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企业的努力。 

4  结  论 

食品从生产至销售经历了一系列的环节及过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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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涉及到众多的参与组织, 任何一个环节或组织在食品

生产、加工过程出现问题, 都有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的

发生。食品加工环节的追溯体系将食品生产过程的信息链

接起来进行监控, 它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上的。

食品加工环节的追溯是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具体实现的

前提, 对实现食品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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