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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严格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基石, HACCP 是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但存在无法全程监控等问题, 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与 HACCP 体系相结合, 可更好地发挥两个体系的作

用,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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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品行业不同于其他
行业, 它与人类的健康密切相关, 故其质量安全问题
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 食品安全
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危害分析和关

键控制点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为代表的食品安全质量保证体系的实施和
推广, 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我国 2009年 6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中也明确提出, 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实施
HACCP体系, 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但是, 由于 HACCP系统是一个单向的信息传输
系统, 且HACCP体系只是针对 CCP点等关键“环节”
进行控制, 无法将整个食品供应链全过程连接。因此, 
将 HACCP系统与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结合起来, 对
于确保整个生产流通环节中的食品安全有重要意义。 

1  HACCP 体系 

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即 HACCP体系是 20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在开发宇航食品过程中开发的食品安全

保障体系。国际标准 CAC／RCP-1《食品卫生通则
1997修订 3版》对 HACCP的定义为: 鉴别、评价和
控制对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危害的一种体系[1]。 

HACCP就是一种科学、经济、有效的食品安全
危害的预防控制技术, 是目前国际上认可的最有效
和可靠的控制体系。HACCP体系基于食品卫生中两

个重要概念, 即预防和记录而建立的, 通过对食品各
加工工序危害的识别、评价、识别并确定关键控制点

对显著危害实施控制, 从而确保食品安全。 
目前, HACCP 已上升到一种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高度, 许多政府要求或推荐食品企业采用 HACCP系
统 , 在美国它是联邦政府进行食品检查的依据。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该标准要求食
品链上的组织应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管理的范围 , 
制定食品安全方针, 通过提供资源、对安全产品的实
现过程进行系统的策划与实施、控制措施组合的确

认、体系验证、持续更新体系等活动来实现组织的食

品安全方针, 最终确保食品安全[2]。 

2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中指出, 食品可追
溯性(traceability)是指能够追溯食品在生产, 加工和
流通过程中任何指定阶段的能力[3]。追溯体系(food 
traceability system)是在以欧洲疯牛病危机为代表的
食源性恶性事件在全球范围内频繁爆发的背景下提

出的一种旨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传递, 控制食源性
疾病危害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信息记录体系[4,5]。  

可追溯系统从信息流动方向上区分, 可以分为
向下“追溯”(product tracking)和向上“追溯”(product 
tracing)个过程, 即跟踪和溯源。“追踪”要求记录从供
应链的最源头到最终端所有各节点的产品标识及其

踪迹信息; “溯源”是通过记录的标识信息, 沿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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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而上, 消费者发现问题时向上进行层层追查, 一
直溯源到问题所在环节。 

世界各国对追溯体系日渐重视。欧盟在 NO. 
178(2002)管理法规中明确要求 2004年起在欧盟范围
内销售的所有食品都能够进行跟踪与追溯, 否则就
不允许上市销售[6]。日本《食与农再生计划》公布自

2003年起实施生产履历可追溯制度。韩国于 2007年
开始在猪肉生产中试运行履历跟踪制度。美国在其法

规中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特别是在HACCP(危害分析
和关键点控制)相关的法规中, 明确要求企业应具备
食品的可追溯性和对产品的跟踪能力。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开发了食品及农副产品
的跟踪和追溯解决方案, 采用全球统一编码系统, 实
现食品供应链的全过程管理。目前最新的可追溯技术

综合了信息技术、识别技术、网络技术等来对食品链

进行全过程监控。追溯技术上主要为个体标识技术, 
如条码、点子标签、图像识别、红外色谱、DNA 指
纹技术等[7]。 

条形码是一种常用的追溯技术, 但是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 该技术的一些缺陷造成了其在食品安
全追溯中的局限性, 如条形码在同一种产品包装上
的信息都一样, 只能识别某一种产品和生产者之间
的特定信息, 并不能辨认该单一产品中的具体信息; 
条形码没有写入信息或更新内存的能力; 等。RFID
标识技术, 是一种利用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信
息数据自动识读、输入的现代化的标识技术, 有效解
决了传统信息收集和交换中的效率低下和容易出错

的问题, 且 RFID芯片具有防水、防磁、耐高温、可
加密、可更新等优点, 因此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动物
识别领域。 

3  HACCP 体系与追溯系统相结合 

HACCP体系在食品加工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了
广泛的认同, 但同时由于 HACCP 体系的局限性, 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 例如: (1)HACCP 体系在大
多数食品企业中得到建立和认证, 但是其执行较多
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 (2)HACCP 体系对原料源头的
监控能力有限, 受到企业验收人员资质等各方面原
因的限制; (3)在完整的食品产业链, 即“从田头到餐
桌”的全过程中, HACCP体系主要对加工环节进行控
制, 难以对原料种养殖、检验、收购、运输、储存等
各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和信息传递, 而实际上食品链

中的任何环节都可能引入食品安全危害, 因此, 在
HACCP 体系运行的基础上 , 对整个食品链进行控
制、解决食品链中各个环节的信息传递和交流, 是进
一步确保食品安全的最好手段。 

可追溯体系的核心是为保证食品安全而保持的

记录和追踪系统, 而 HACCP是通过过程控制以保证
质量安全方法, 记录是核查控制中的潜在危害时必
不可少的手段。因此, 将可追溯体系与 HACCP质量
体系结合实施, 可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目前, 已有将 HACCP体系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结合使用的不少研究。如在猪肉产品生产中将 RFID
标识技术融入 HACCP体系, 根据生猪养殖、屠宰、
加工等过程的 HACCP危害分析, 确立出各个环节的
关键控制点, 利用 RFID芯片进行数据采集和信息管
理, 实现供应链中食品原料、加工、包装、运输、贮
存、销售全过程的跟踪、管理和追溯[8], 起到“尽可
能预先控制风险”的目的。北京奥运食品的安全供应

与质量追溯也是采用 RFID 技术, 在特供奥运的肉
类、牛奶、海鲜等商品包装粘贴电子标签, 在生产过
程、检测环节和流通环节中的 CCP 点对标签信息的
记录、传递、交换和评估, 发挥 RFID防伪、追踪、
非人工参与以及批量读取等技术优势, 实现食品安
全预警机制[9]。 

使用电子身份作为动物管理和食品安全跟踪管

理手段的产业规模在部分区域已经初步形成。目前, 
中国条码推进工程中已经完成涉及食品安全追溯的

项目有: 北京金维福仁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的牛肉产
品跟踪与追溯应用示范系统、山东寿光蔬菜安全可追

溯信息系统的研究及应用示范系统、上海农副产品质

量安全信息查询等。 
食品产业链条与质量安全食品产业链涵盖农业、

工业、商业等领域, 参与其中的经济实体和组织机构
分别成为整条链中的“节点”。可以说, 食品质量安全
问题贯穿于食品产业链的始终。为消费者提供安全、

健康和营养的食品, 是所有产业链参与者共同的责
任。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与 HACCP体系相结合, 可以
互为补充, 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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