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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新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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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是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获得出口食品企业备案或国外注册的

必备条件, 出口食品企业能否生产符合要求的产品, 关键是建立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是否健全、是否持续

有效运行。近年来,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针对面临的问题, 结合福建出口食品的实际情况, 积极探索并实践

出一套以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为基础, 构建出口食品企业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以出口食品企

业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为载体, 完善企业对原料的管理; 以促进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提升为抓手, 全面提高企

业整体管理水平; 以身份追溯认证系统为切入点, 提升消费者信心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新

模式, 从而有效地保障出口食品安全卫生质量, 促进食品生产企业不断扩大出口。 

关键词: 出口食品; 企业; 卫生;  体系; 管理 

Study on new system for safety and sanitation control over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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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for safety and sanitation control over food manufacturers for export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the manufacturers to register for the record in CIQ or importing countries. It is 

essential for food manufacturers for export to construct a sound, effective and continuous running system for 

safety and sanitation to manufacture conforming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t fac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Fujian entry-exit inspection & quarantine bureau has actively explore and 

practice a new model to construct a system for safety and sanitation control over food manufacturers for export. 

The manufacturers construct the system for safety and sanitation control for export on the basis of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of raw materials by use of supplier 

measurement system,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by enhancing competency of their managers, and improve 

consumers’ confidence by use of  identification system. So, this new model can insure export food safe and 

sanitary effectively and be a boost for food manufacturers for export to expand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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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出口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是其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或国外注册的必备条件, 

也是生产安全卫生食品的基础。福建是我国出口食品主产

地之一, 2013年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厦门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辖区除外)共有出口食品备案企业 500多家, 获得

国外注册食品生产企业 500多家(次); 出口食品 47.49亿美

元, 出口食品货值位居全国四位, 出口食品货值与 2012年

相比, 增长 5.14%。福建检验检疫局辖区也曾是出口食品

企业质量安全意识和自控水平相对薄弱的区域之一, 出口

食品国外通报率曾位居前列。面对出口食品的严峻形势, 

几年来, 福建检验检疫局围绕食品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的

市场责任主体和法律责任主体, 不断探索, 消化、吸收国

内外对食品企业备案注册管理的经验 , 并探索出一套适

合福建检验检疫局辖区特色的出口食品企业安全卫生控

制新模式。 

2  以建立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为基础, 构建出口食品企业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应用 HACCP原理控制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危害是

世界上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1]。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美

国就将HACCP应用于太空食品生产; 1993年, 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颁布了指导性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体系及其应用准则》, 随后各国根据国情选择在

不同的食品生产过程中推荐性或强制性地实施 HACCP 体

系。我国食品企业分为两类, 一类为生产国内消费食品的

食品企业; 另一类为生产出口食品的食品企业。对于生产

国内消费食品的食品企业, 虽然尚没有法规要求在食品生

产、加工过程中强制性地实施 HACCP 体系, 但国内学者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并提出了应用建议[2-20]。对于生产出口

食品的食品企业, 我国是较早将 HACCP 原理强制性地应

用到出口食品生产过程控制的国家之一。2002年, 国家认

监委要求在罐头类、水产品类(活品、冰鲜、晾晒、腌制品

除外)、肉及肉制品、速冻蔬菜、果蔬汁、含肉或水产品的

速冻方便食品等六大类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中必须建立

HACCP体系(2011年调整为七大类, 增加了乳及乳制品)。

虽然国家认监委并未规定所有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建立

HACCP体系, 但鉴于 HACCP原理在控制食品安全中的重

要作用,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辖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的现状、出口国家分布和出口食品的特点分析后提出有必

要分“三步走”全面推动企业建立以 HACCP 体系为基础的

出口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1)对于国家强制性要求需要

建立 HACCP 体系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福建检验检疫局

积极帮扶企业建立 HACCP 体系并实施验证, 先后有 220

多家企业通过了官方 HACCP体系验证。(2)虽然国家没有

强制性要求 , 但进口国官方主管当局要求必要建立

HACCP体系的, 如欧盟和美国, 则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应建

立并实施以 HACCP 原理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控制计划和程

序; 截止 2013年,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 104家输欧

盟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136 家输美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建

立了以 HACCP 体系为基础的出口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

系。(3)除以上两种情况外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鼓励企业

建立以 HACCP 体系为基础的安全卫生控制体系。对于通

过 HACCP认证或 ISO22000认证的企业, 在出口食品企业

备案时采信第三方认证结果, 免于现场评审, 并简化监管

的频次和项目。 

3  以建立出口食品企业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为

载体, 完善企业对原料的管理  

食品中农兽药残留以及环境化学污染物污染主要是

由于种植、养殖过程不合理用药或环境污染所致, 或由于

捕捞海域受到污染所致, 因此, 原料来源控制是有效控制

以上因素的关键环节。2010年,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针

对辖区出口食品中屡次被国外通报农兽药残留或环境化学

污染物超标, 以及辖区企业对原料供应商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等现象, 提出了建立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21-28]的总体思

路并组织开展研究。(1)按照原料来源的特点, 出口食品企

业原料基地备案要求, 探索建立以 ISO9000、良好农业规

范(GAP)为基础, 应用HACCP方法来识别初级农产品原料

中的安全危害, 评价和控制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商、供应

商的安全卫生控制能力。(2)将出口食品企业种植、养殖基

地备案管理要求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对原料的控制要

求等有机结合, 避免出现“二张皮”现象。(3)组织编写了近

10万字的原料供应商评价指南, 包括《出口食品企业养殖

水产品原料质量安全控制指南》、《出口食品企业海捕水产

品原料质量安全控制指南》、《出口食品企业畜禽原料质量

安全控制指南》、《出口食品企业植物源性食品原料质量安

全控制指南》、《出口食品企业原料质量安全控制验证指南》

等系列指南, 并配以评价的检查表, 方便企业对原料供应

商进行评价以及检验检疫机构对企业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

执行情况的验证。 

自 2010 年以来, 通过实施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 企

业对原料的管理水平明显提高。通过以指南的形式指导企

业建立供应商评价体系, 克服了以往大多数企业不知道对

原料供应商应该管什么, 如何管等疑虑, 使企业能够根据

收购原料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模式进行评价, 并做到持续有

效。同时, 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得到了国外官方主管当局

的认可。 

2010 年以来,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企业先后

迎接欧盟、美国、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台湾等国家或

地区官方主管部门的检查, 他们对企业通过建立原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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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评价体系管控原料的做法表示认同, 并认为通过该体系

的有效实施, 能确保原料安全, 从而确保食品安全。 

4  以促进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提升为抓手, 全

面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出口食品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 出口食品企业所建

立的出口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是否能保持持续有效, 关

键在于人, 为此,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依据《食品安全

法》、《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的有关要求探索

通过加强和提升出口食品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来提高食品

企业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4.1  建立出口食品企业管理人员能力考试制度, 持

续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 

2009 年,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针对辖区出口食品

管理人员能力相对比较薄弱, 对国外法律法规理解比较片

面等现状, 组织编制了近 30万字的出口食品企业管理人员

培训教材并广泛开展培训工作。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

的质量意识, 质量管理水平, 以及企业质量管理人员的地

位,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出了如何提升出口食品管理

人员能力的中长期规划, 并通过建立出口食品企业管理人

员免费的能力考试制度的形式予以落实。对通过相应考试

的人员, 在注册备案评审时可免于相关方面的评审。2010

年以来, 先后组织了对出口食品企业安全卫生管理要求及

出口食品基础知识, HACCP原理, 以及欧盟、美国、韩国、

俄罗斯、印尼、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主要食品注册法规的考

试, 500多家企业 2000多人次参加了考试, 500多人通过了

相关考试, 从而实现了第一个目标, 即在 2013年以前每一

个出口食品企业至少有一位通过考试的人员。 

4.2  试点与院校联合办学, 为出口食品企业提供高

质量的质量管理人才 

为了进一步保障出口食品质量管理人员的素质, 福

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积极探索通过与院校联合办学的方

式培养企业质量管理人员。在出口食品企业较集中的东山

县, 与东山县职业中专学院联合办学。学校负责招生, 福建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派专家授课, 毕业生由福建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推荐到相关企业任职。 

通过以上措施, 一方面保障出口食品企业管理人员, 

特别是质量管理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也为企业

提供急需的质量管理人员, 避免以往企业间为争夺质量管

理人员而出现互相“挖墙脚”的现象。  

5  以建立身份追溯认证系统[29-34]为切入点, 提

升消费者信心 

2008年, 由于受到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 国外消费者

对我国出口食品的质量产生质疑, 我国出口食品严重受阻,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也不例外, 2008年辖区出口食

品与 2007年相比, 批次增加-43.01 %, 货值增加-26.53 %。

因此, 为提升国外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农产品的消费信心, 

促进我国食品、农产品扩大出口, 同时, 也为了进一步健全

完善出口食品、农产品供应链监管, 提升出口食品、农产

品质量安全控制水平,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前期在鳗

鱼养殖、加工集中地区推行 GSP(良好药品经营管理规范)、

GAP、HACCP体系(即运用 GSP对兽药销售进行管理, 运

用 GAP对鳗鱼养殖过程进行管理, 运用 HACCP原理对鳗

鱼加工过程进行管理)的基础上, 于 2008 年下半年在三明

市鳗鱼协会及三明华盛集团公司开展了“出口鳗鱼身份认

证(网络)系统”建设试点工作。该系统采集了鳗鱼养殖、加

工全过程安全卫生控制关键信息, 并将信息有机组合成完

整的可追溯的信息链 , 在互联网上通过不同界面供消费

者、采购商以及进出口国官方监管部门查询。 

“出口鳗鱼身份认证(网络)系统”的建设, 得到了福建

省地方领导和媒体的高度肯定, 全国 20多家主要媒体进行

了宣传和报道。随后,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该系统进

行优化, 建立了出口食品农产品供应链身份追溯认证系统, 

并在鳗鱼、茶叶、蔬菜等产品生产企业中推广应用。  

出口食品农产品供应链身份追溯认证系统的实施 , 

首先, 可以提升消费者和采购商对我国出口食品、农产品

消费信心, 促进产品扩大出口。身份追溯认证系统可以帮

助消费者和采购商在互联网上便捷查询所购买产品生产全

过程的质量安全控制状况, 这对提升消费者和采购商的信

心, 增强我国食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促进农食产品扩大

出口有着重要意义。其次, 能够进一步完善出口食品、农

产品全过程监管链条, 提高检验监管工作的严密性和有效

性。身份追溯认证系统将出口食品、农产品生产全过程质

量安全控制信息有机衔接, 形成完善的可追溯的网络监管

链条, 十分有助于提高检验监管严密性和有效性, 同时, 

网络监管还可以解决检验检疫部门监管任务繁重和人力、

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第三, 可以提高进口国官方监管部

门对我国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信赖度。进口

国官方监管部门同样可以通过身份追溯认证系统具体了解

我国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状况, 从而不断提高其对

我国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信赖程度。第四, 能

够提高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安全。企业自身可通

过监控系统上的质量安全关键控制点, 不断改进提高管理

水平,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6  结束语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过构建以危害分析和关键

控制点体系为基础, 以出口食品企业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

为载体, 以促进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提升为抓手, 以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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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认证系统为切入点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控制

体系新模式, 从而进一步优化了对出口食品企业的管理, 

辖区出口食品企业备案数、对国外注册企业数、出口食品

货值不断增加, 企业的自控水平不断提高, 出口食品安全

卫生质量稳定。自 2010 年以来, 出口食品货值年年攀升, 

与 2009年相比, 2013年出口食品货值增加了 192.61%, 实

现了量增质稳的良好态势, 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肯定。这

种新模式对于我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备案注册管理和国

内食品生产企业的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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