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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加三国食品监管法规及监督检查现状 

张伟清 1, 曹  进 1, 陈少洲 2, 丁  宏 1* 

(1.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北京  100050; 2.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北京  100053) 

摘  要: 近年来,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食品安全问题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纵观世界范围, 各国政府都在保障本国食品安全方面做着巨大努力。本文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为例, 对其食品监管法律法规及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 分析了英、美、加 3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以及

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成果, 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为我国下一步食品安全相关法

律法规的制修订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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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ood safety incidents are in high frequency, and food safety issue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people, and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ensure the food safety of their own. Taking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food regulatory laws,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these countries, analyzed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mode of those countries as well as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and gave som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food safety related law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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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 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 建立最

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 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

度和质量标识制度,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战略决策。目前, 

我国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形成, 食品标

准规范、风险评估、检验检测等方面正逐渐形成完整的体

系, 但是在这一进程中, 也存在固有体系和未来体系的矛

盾 , 原有的食品监督检查模式和未来监督管理模式的矛

盾。为更有效地推进和统一相关食品监督管理实践, 有必

要对国外发达国家的监督管理模式和监督检查形式做一了

解, 这里针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食品监管情况及监督

检查实践进行简单叙述, 以作为未来工作开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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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  国 

2.1  基本概况 

英国属于较早在食品安全方面制定和形成较为完善

法律体系的国家之一。从 1984 年开始分别制定了《食品

法》、《食品安全法》、《食品标准法》和《食品卫生法》等

相关法律[1], 与此同时还出台许多专门规定, 如《甜品规

定》、《食品标签规定》、《肉类制品规定》、《饲料卫生规

定》和《食品添加剂规定》等[2]。相关法律法规涵盖所有

食品类别, 涉及从农田到餐桌整条食物链的各个环节。在

英国, 责任主体违法不仅要承担对受害者的民事赔偿责

任 , 还要根据违法程度和具体情况承受相应的行政处罚

乃至刑事制裁[3,4]。 

英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由联邦政府、地方主管当局以及

多个组织共同承担, 例如, 食品安全质量由卫生部等机构

负责; 肉类的安全、屠宰场的卫生及巡查由肉类卫生服务

局管理; 而超市、餐馆及食品零售店的检查则由地方管理

当局管辖。 

为强化监管, 英国政府于 1997年开始讨论, 2000年前

后依据 1999年颁布的《食品标准法》(The Food Standards 

Act,1999)正式成立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FSA)[5], 该局是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监督机构, 

负责食品安全总体事务和制定各种标准, 每年向国会提交

年度食品监督检查报告。食品标准局的管理机构依托于理

事会,其成员由中央政府卫生大臣、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

尔兰等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长分别任命,集体讨论食品标准

局的基本运行策略和政策制定, 日常工作由一名首席执行

官主持负责相关日常事务, 总部设在伦敦, 在苏格兰、威

尔士和北爱尔兰设置了分支机构, 同时还设立了相关特别

工作组或委员会, 如食品添加剂、食品卫生、食品应急、

食品污染等, 加强对食品链各环节的监控。该监督机构可

对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场所进行检查, 并规定检查人

员有权检查、复制和扣押有关记录, 取样分析, 食品卫生

官员还经常对餐馆、外卖店、超市、食品批发市场进行不

定期检查。食品标准局具有制定或协助英国其他公共行政

机构制定食品政策的职能,并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

另外, 作为欧盟成员之一, 食品标准局作为食品监督机构

与欧盟的相关机构建立长期联系, 参与制定欧盟的食品政

策并负责在英国的执行;同时, 在英国, 食品安全的具体执

法工作常常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而食品标准局可以根据法

律授权进行协调和监督。除食品标准局外,当前英国政府中

还 设 有 环 境 、 食 品 和 农 村 事 务 部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Rural Affairs, DEFRA)[6]参与食品的相

关职能管理, 相关机构中, 食品标准局作为食品安全监管

主体,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承担有关食品原产地标签

等相关职能, 卫生部则承担营养政策建议方面的职能[7]。 

食品标准局(FSA)负责监测和报告地方食品监督执法

的情况。数据一般根据英国各地食品监管派出机构(local 

authority, LA)登记的数据并按照食品执法情况进行年度汇
总 , 同时也汇总各个口岸健康执法部门 (port health 

authorities, PHAs)对来自欧盟以外(第三国)国家食品进口

的检疫检测年度数据。该年度汇总数据作为官方统计的结

果, 每年发布一次年度报告, 例如 2014/2015年度报告[8]包

括 4 个英国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

食品监管机构提供的数据。各地食品监督机构数据的监测

安排是按照“由地方执行的官方饲料和食品控制计划的框

架协议”进行的。数据采集由地方食品监管机构和口岸食品

监管机构通过网络进行上传的, 该系统为地方监督监测系

统 (the Local Authority Enforcement Monitoring System, 

LAEMS)[9]。使用英国食品监管系统 (the UK Food 

Surveillance System, UKFSS)[10]作为 2014/2015年度食品监

督记录的地方监管机构可采用UKFSS作为LAEMS结果上

报。地方食品监管机构需要反馈食品卫生(食品微生物质量

状况、微生物来源或者外来物质的食品污染), 食品标准相

关项目(组成、化学污染、掺假和食品标签)。数据汇总还

需要给出 2014/2015 年度的监督检查主要的发现指标, 本

年度各种项目的水平, 与前两个年度数据的比较结果、趋

势发展和变化等。 

2.2  食品监督检查 

2014/2015 年度, 英国全国有 434 个地方监管机构参

与了食品监管, 其中英格兰 354 家, 威尔士 22 家, 北爱尔

兰 26 家, 苏格兰 32 家。这些监管机构中有部分仅从事卫

生监督或者标准检查中的一项, 如在英格兰, 有 27家市县

机构仅进行标准检查, 201家区机构仅进行卫生监督, 其余

的则两项都从事。 

英国对食品企业进行了分级, 如在食品卫生方面, 设

立了A到 E五级, 按照食品卫生计分表(food hygiene rating 

scheme, FHRS)进行打分定级[11], 对于不同的级别制定相

应的检查频次和计划; 在食品标准检查方面, 则设定了 A

到 C 三级, 相关的现场检查频次和企业对象也依据该评级

进行; 在餐饮监管方面, 分为 0到 5共六级, 其中 5级是最

高级, 表示食品安全状况非常良好, 0表示食品企业需要停

业整顿。监管部门会将结果公布在其网站上[12,13]。 

食品标准局制定相关的国家监督抽检计划, 抽检内

容一般按照专项检查检查进行, 如 2016年计划中, 设定了

农兽药、色素、掺假肉、注水肉、过敏原等 28个专项抽检

内容, 每个专项计划内容包括检测内容、检测的食品范围、

研究目的、样品类型、采样场所或目标对象(口岸、国内经

销商、超市还是零售等)、背景(包括危害、检测原因、法

规标准)、采样量、样品贮存、采样工具和采样方式、样品

编号(需与检测机构沟通)、检测方式和方法确认、附加内

容(名称、批号、有效期、地点等等)、协调人(FSA相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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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指导采样计划的执行)。英国的食品检测实验室包括国

家参比实验室、地区公共实验室和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其

中国家参比实验室是从事国家和欧盟范围内有关食品、饲

料、动物健康等方面日常检查规范和检测方法标准的制定

和研究, 地区公共实验室和第三方实验室在 FSA的认可下, 

进行相关食品检测和监督抽验计划的执行。 

同时为加强沟通、交流和协调一致, 食品标准局设立

相关计划和项目支持, 协调和委托相关参比实验室或者研

究机构进行食品相关研究, 内容包括食品相关的各个方面, 

如食品成分的安全性评估、食源性疾病、化学安全性、食

品过敏、转基因和新资源食品、规范及执法相关、辐射安

全、风险交流等方面, 另外, 还进行广泛的调研性研究, 以

了解食品安全基本状况和公众满意度。 

3  美  国 

3.1  基本概况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一般分为联邦、州和地区 3

个基本层次, 以联邦网络为例, 相关的监管机构包括卫生

与公众福利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下属食品药品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农业部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的食品安全检验局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FSIS)、动植物健康检验局(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PHIS)和农业市场局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AMS); 环 境 保 护 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的海关与边境保护

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等[14]。按照美

国食品现代法案, FDA负责除肉类及家禽产品外美国国内

生产及进口的食品安全, 制定畜产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负责对食品从生产、加工、包装、运输, 再到销售整个流

程, 也就是“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 在每个环节, 监

管人员要记录食品的各种信息, 另外在食品生产过程中, 

不但要记录产品品种、生产时间以及生产农场信息, 还要

记录种植处理、土壤消毒、栽培方式、施肥、灌溉、农药

使用、收获采摘等信息。2011年实施的《食品安全现代化

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FSMA)进一步加强

了 FDA对食品的监管权[15-19], 包括强制食品召回[20], 检查

农场及食品加工的内部记录等, 管理的范围基本占全美食

品供应量 80%, FDA 下设食品和兽药办公室, 同时设立食

品安全和实用营养研究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CFSAN) 和 兽 药 中 心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CVM)。其中 CFSAN[21]是 FDA下属进

行食品安全和营养研究的中心, 制订相关检查制度、检验

方法研究、培训和评估, 按照食品类别建立相关研究方向

从事具体工作, 拥有 800余名雇员, 除马里兰总部外, 在 5

个地区建立相应的研究单位, 人员涵盖化学家、微生物学

家、毒理学家、流行病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药理学家、

营养学家、统计学家等; FSIS主要负责肉禽蛋奶产品的质

量安全检查管理, 执行相关联邦食用动物产品的安全性

法规; AMS主要负责制定农产品分级标准; APHIS主要负

责保护和促进农业健康, 执行《动物福利法案》; EPA主

要负责公众避免污染, 维护自然环境和保护人类健康不

受环境危害影响, 并设定食品中农药和其他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等 ; CDC 主要通过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

(food net)负责收集相关传染病信息, 进行相关流行病学

调查和检测。三级监管机构的许多部门都聘用流行病学

专家、微生物学家和食品科研专家等人员, 采取专业人员

进驻食品加工厂、饲养场等方式, 从原料采集、生产、流

通、销售和售后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 构成了覆盖

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 

在具体监管过程中, 联邦与州农业部门进行不定期

的质量抽检, 主要检查生产条件, 食品药品管理局主要针

对食品质量监督进行综合协调, 同时不定期对食品生产企

业进行抽查。全国范围内和州与州之间的食品执法主要由

联邦政府进行, 而州内的安全监管则由州政府负责。在日

常监管工作上, FDA主要通过食品安全与实用营养学中心

(CFSAN)进行常规工作, 除对上文提到的食品进行监管的

同时, 还发放除农药以外的用于食品的化工原料的许可证, 

其主要监管措施主要是通过颁布相关食品标准来进行监管, 

如为应对微生物污染, 针对食品选择、准备、贮存以及原

料成品等运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 另外还颁布针

对所有食品生产的良好生产规范, 以及针对特殊食品的类

别标准等; 农业部的 FSIS 主要根据相关食品安全法律[22], 

管理国内和进口肉、禽产品; 对用做食品的动物屠宰前和

屠宰后进行检验; 检验肉、禽屠宰厂和肉、禽加工厂; 与

美国农业部 AMS 合作监测和检验加工的蛋制品; 收集和

分析食品样品, 进行微生物和化学污染物、感染物和毒素

监测和检验; 在准备、包装肉禽产品、热加工和其他处理

时, 建立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其他配料使用的生产标准; 建

立工厂卫生标准, 确保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外国肉禽加工符

合美国标准; 肉禽加工者对其加工的不安全产品自愿召回; 

资助肉禽加工食品安全的研究; 教育行业和消费者安全的

食品处理规程。拥有人数最多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 对畜

类和禽类食品及其标签拥有监管权。 

3.2  食品监督检查 

美国的食品安全检查和管理主要由 FDA和 FSIS进行, 

包括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两种类型。 

3.2.1  FDA 对食品的监督检查[23] 

FDA 依照食品现代法案对美国大部分食品进行监督

管理, 主要包括国内食品企业及其产品, 以及进口食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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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产商的核查。主要采取的方式包括食品相关风险评估、

食品科技研究和检测方法开发、食品的检查、抽验; 具体

的处理措施包括召回及强制召回、扣留、滞留、上诉等, 还

包括在符合性检查中针对违反规定的食品或者企业出具警

告信、提示信等, 监督方面除日常巡查、不定期检查等, 还

要求相关国内生产或者进口商主动报备可能引起健康危

害的事务的登记。对食品的符合性检查中, FDA主要委托

CFSAN 牵头进行相关规范和指南的编写, 由联邦和州的

相关食品监管机构具体派员实施日常的检查, 相关规范

包括基于风险评估模型的国内食品企业优先检查清单、

符合性检查指南、法律程序手册等。除了日常和不定期

现场检查外, 还通过在检查中发现问题、报备的问题、快

检结果阳性以及相关专项抽样计划等对食品进行监督抽

检, 定期交由相关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 报送结果, 并出

具分析报告。 

在监督抽验方面, FDA主要是基于长期的风险评估和

监测数据等信息[24], 设立专项检查的计划进行, 现有的计

划包括国内、进口产品微生物、化学污染等方面十几项内

容, 涵盖重点食品以及重点风险因子的检查, 如化学物质

残留检查计划中兽药检测, 主要是委托丹佛实验室牵头进

行奶及奶制品中的药物检查, 计划安排主要的 3 个州进行

每年 5000 份样品的检测, 一般通过检查员和地区检查站

人员在日常检测中利用快速检测方法检测, 并抽取样品后, 

送交州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 州中心实验室根据检测结果

或者可疑情况, 每周向丹佛实验室送 3 份检测样品进行检

测, 每年丹佛实验室进行 750份样品的检测(每周 3个州各

送交 3 份样品), 另外在检查员发现可疑阳性样品, 应立即

送达丹佛实验室进行确证检测。FDA系统在全美几个主要

区域建立直属联邦的检测实验室, 承担相关检测专项的计

划、确证检测、数据汇总报告, 按计划要求进行报送。在

各个州设立相关中心实验室或者 FDA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做本州相关产品的日常专项监督检测, 各个地区市县等有

不同检验水平的检测实验室从事样品检查和快速检测, 样

品检测数目一般按照食品量或者消费量, 以及风险程度按

比例选择。常规的质量检测和过程检测需要生产企业自行

完成, 并对可能的风险进行报备。 

3.2.2  FSIS 对食品的监督检查[25] 

农业部下属 FSIS 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主要包

括联邦和州两个层面的办事机构, 联邦由 FSIS 主导对肉

禽畜蛋产品的全国范围及进口产品的安全管理, 每个州由

其派出机构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全美在 51 个州和特别行

政区驻有 FSIS 的食品安全和检验服务机构, 各州在每个

地区、市县都有相关的派出机构和雇员, 例如在威斯康星

州[26], 全州有 166名 FSIS雇员进行日常的安全监管, 主要

依据的是联邦肉类检验法、禽产品检验法、蛋制品检验法

以及人道屠宰法等法律法规对 196家肉及禽类生产企业进

行监管检查, 在 2013 年共有 5 千万只鸡, 160 万头牛的相

关宰杀和生产的状态进行了检查; 在纽约州 [26], 全州有

179名 FSIS雇员进行日常的安全监管, 依据同样的法规对

346 家肉及禽类生产企业进行监管检查, 在 2013 年共有 2

千万只鸡, 21万头猪牛羊的相关宰杀和生产的状态进行了

检查。通过企业登记, FSIS针对全美 6784家加工、屠宰等

企业进行监管, 每季度会发布相关检查报告, 如 2016财年

第一期报告, 时间范围 2015年 10月至 12月, 法规符合性

检查(标签)进行了 1666407次, 不符合记录 24860项, 总得

符合率为 98.5%, 进口肉禽产品再检查总量为 986087775

磅, 其中产品附加检验 66368780磅, 拒绝进口 8117915磅, 

拒绝进口再次检验同意 7075801 磅, 总的进口 985045661

磅, 进口蛋类产品再检查总量为 7117117 磅, 其中产品附

加检验 2187518磅, 拒绝进口 997536磅, 拒绝进口再次检

验同意 964111磅, 总的进口 7083692磅; 其他检查还包括

屠宰和小企业的 HACCP等。 

FSIS 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除了进行上述日常检查外, 

主要根据检查情况、各综合来源的数据系统进行数据回顾

和汇总, 制定并执行相关的监督抽验计划, 年度计划是基

于以往监测结果、各部门反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 

主要包括对微生物(肉蛋等相关致病菌)、化学物质残留等

的监督抽验计划。例如在 2016财年的计划中, 主要回顾了

2015 年的抽验情况, 对完成和未完成的比例, 检测符合性

的情况进行了回顾, 并制定了 2016年对相关肉、禽、蛋等

产品的计划, 包括沙门氏菌、产毒大肠杆菌、李斯特菌、

化学物质残留方面的计划, 对每类食品中采样数进行了规

定, 一般在 1%~5%之间。检测的完成主要依靠 FSIS 认可

的相关实验室进行, 联邦实验室(包括总部和中东西部的

实验室)进行方法、规范、数据报告、样品确认等工作, 并

协调各个检验计划和任务。 

4  加拿大 

4.1  基本概况 

加拿大采取联邦制, 实行联邦、省和市 3级行政管理

体制[27]。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 采取分级管理、相互合作、

广泛参与的模式, 联邦、各省和市政当局都有管理食品安

全的责任。联邦一级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卫生部和农业部下

属的食品检验局 [28](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FIA)。卫生部负责制定所有在国内出售的食品的安全及

营养质量标准, 以及食品安全的相关政策。CFIA负责实施

这些法规和标准 , 并对有关法规和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省级政府的食品安全机构提供在自己管辖权范围内、

产品在本地销售的小食品企业的检验。市政当局则负责向

经营食品成品的饭店提供公共健康标准, 并对其进行监

督。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29], CFIA为主要的管理部门, 总

部设在渥太华, 总共有 7 千多名雇员, 分布在总部和大西

洋区、魁北克区、安大略区以及西加拿大区四个大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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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 18个地区办事处, 22个实验室, 大约 160个独立办公

室或检查站[30]。CFIA 拥有大量的一线检验员、兽医和科

学家, 除了检验肉、蛋、奶、鱼、蜂蜜、水果、蔬菜及其

他加工食品外, 还对动物屠宰和加工企业进行食品安全检

验[31], 对不符合联邦法规要求的产品、设施、操作方法, 采

取相应处罚措施, 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 CFIA 也参与

对于进口商品的管理, 是加拿大负责公共安全和边界安全

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 ,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CBSA)对所有进境的人和物进行管

理, 针对进口食品, CBSA和 CFIA分工协作管理, 食品进

口时, CBSA 按照分工, 可以进行抽样、核放, 属于需要

CFIA审核检验的, 则将相关信息发至CFIA, 获CFIA反馈

指令后放行。对不同国家进口的食品, 采取不同级别的管

理模式, 一般前五批必检。针对出口食品, 要求任何出口

产品一定要符合进口国法律法规, 手续齐全才放行, 如果

加拿大与其他国家间有相互的食品检验认证协议, CFIA还

要向出口食品颁发证书, 以证明这些食品达到了这些进口

国的有关要求。此外, 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加拿大农业及

农业食品部、自然资源部、渔业与大洋部、边境检验局、

高等院校和各种专门委员会也是卫生部与 CFIA 的协作部

门, 在处理涉及多部委职责范围的问题时, 各部门积极合

作, 互相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意见[32]。 

4.2  食品监督检查 

CFIA主要依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食品药物法》、

《肉品检验法》[33,34]等 13个法律文件和 38个相关规程对

食品进行监督管理, 在预算方面以 2013/2014 年度为例, 

CFIA总体预算为 8亿加元, 其中食品安全相关活动方面为

3.6 亿加元左右; 该年度总的雇员为 6378 名, 食品专职检

查员为 3296 名。目前 CFIA 已增至 7200 人左右, 从事科

学研究、技术、检查和管理等工作。食品检查认证包括农

业资源(种子、饲料、肥料等)、新鲜食品(肉、鱼、蛋、谷

物、奶产品、水果和蔬菜等)、预制和包装食品等方面, 监

督检查领域涵盖进出口食品经销商、国内食品生产和加工

企业、国内食品经销商以及食品服务企业等, 对这些企业

进行日常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全年涉及 350 次左右的

食品召回[35,36], CFIA 按照季度提供食品监管监察报告。

CFIA 中心实验室主要配合职能完成相关测试和研究, 提

供相关的方法和新技术, CFIA系统的实验室每年完成大约

87万次的检测, 另外还有 CFIA认可的实验室完成 11万次

的检测。CFIA 依据相关的检测专项计划, 按照 10 大类左

右的产品制定相应的化学残留和微生物年度检测计划, 如

在化学污染残留专项中, 每年需完成 1.9 万批次样品的 12

万次检测, 包括农兽药、环境持久性污染物、毒素等内容, 

年度报告提供相应的汇总、趋势分析, 为下一年度的预警

和任务品种提供参考。同时, 根据各方面的反馈及监测情

况, 列出相应食品和检测项目的重点关注列表, 以加强相

关方面的监督检查和检验。 

5  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

方面的启示 

通过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和食品抽验

情况的简单回顾, 可以看到各国均把食品安全作为基本民

生的重要基础加以关注。在监管体制方面, 英、美、加三

国均建立了国家、省、市县 3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并

逐步在统一相关的管理部门, 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制度、

统一的体系进行严格管理。在监督管理方面, 以日常检查、

过程监督为主, 并基于对食品风险分析和长期数据预测、

预警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设立长期专项监督检查计划和

年度动态的抽验计划, 建立相关优先和重点防控领域和列

表, 对检验方面设立不同的层级, 从基线水平研究、新技

术和方法研究、规范研究、风险评估和日常检验等方面, 构

建了契合监管实际的从国家、区域到地方的检验检测体系。

在信息方面, 均建立了完善的监控、备案、上报系统, 为

数据的统计研判提供了平台, 并有效地为食品安全信息公

开透明提供了基础。 

当然, 我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较发达国

家存在着许多差异, 国情也有所不同, 不能完全照搬发达

国家的监管模式, 一定要结合我国现有的国情开展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 但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方面的

经验与教训都为我国下一步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对于我国

来说, 目前多部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逐渐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应给予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更多资源, 加大其协调力度, 协调颁布

和实施法规, 统一制定标准, 统一进行检验检测, 统一信

息发布, 强化从中央和地方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统一和协调, 

提高对风险监测的重视, 强调预防为主、做到风险管理和

全程控制, 切实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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