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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评价 
体系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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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索建立一套适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的评价体系, 以提高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对原料的自控能力。方法  通过对我国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管理现状的分析, 应用 PDCA的方法对初级

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的内容进行分析, 并应用 HACCP方法识别初级农产品原料中的安全危害。结果  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应以良好农业规范为基础, 将出口生产食品企业原料基地备

案要求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中对原料的控制要求相结合, 并符合我国的国情, 其基本内容应包

括: 建立质量安全控制准则、体系有效性评价、监测与验证, 不合格、纠正与预防措施, 文件和记录控制几个

方面。结论  该评价体系能科学有效地指导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施对原料供应商的评价, 保证了产品质量。 

关键词: 食品安全; 企业; 初级农产品; 供应商; 评价 

Study and application on the raw material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ier’s evaluation system over food manufactures for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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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ujian Entry-Exit Inspection & Quarantine Bureau, Fuzhou 3500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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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to food manufactures 

for export to the raw material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ier, in order to improv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the food manufactures for export.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administration on raw 

material suppliers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raw material suppliers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s analyzed by PDCA and the safety hazards in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re 

identified by HACCP. Results  Based o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e content of raw material suppliers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evaluation system combined the requirements of registration of raw material base 

for export manufacturer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afety-sanitation control by export manufacturers, and 

conformed to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Its basic content might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teria for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unconformity, corrective and preventive measure, 

document and record management and so on. Conclusion  This system can guide the food manufacturers for 

export to evaluate a raw material supplier effectively, so as to insure the foo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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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对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进行有效评价与控制, 

是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也是食品生产企业的

重要管理职责。《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

(国家认监委 2011 年第 23 号公告)要求, 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应建立并有效执行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

相关产品的合格供应商评价程序。但近年来的实践表

明,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如何

建立供应商评价体系理解不同, 检验检疫部门对企

业如何建立供应商评价程序要求不一, 使得检查监

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的质量安全控制管理措

施是否合法、有效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2010 年以来,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针对辖区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出口食品原料供应商管理水平

参差不齐, 制约了出口食品安全水平稳定和提升等

现象, 开展了以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直接面向原料供

应商采购原料的供应商评价体系的研究, 并根据研

究结果, 编制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养殖水产品原料、

海捕水产品原料、植物源性食品原料、畜禽原料等四

类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指南并指导企业实施。  

2 研究内容  

2.1  我国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管理现状 

原料的安全卫生控制和加工过程安全卫生控制

是出口食品安全卫生控制的两个主要方面。自 1984

年我国实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登记注册(备案)制度

以来, 食品加工过程中安全卫生因素, 如微生物、食

品添加剂等已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在原料来源控制

方面, 虽然采取了种植、养殖原料基地备案等措施, 

然而, 出口食品屡屡被国外通报农兽药残留超标、重

金属以及环境化学污染物(如多氯联苯)等。究其原因, 

首先, 初级农产品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 形式分散, 

农事活动过程安全控制缺乏一致性; 其次, 初级农产

品生产者安全控制能力水平低下; 第三, 农资安全公

共管理体系不健全, 违禁农资和药品未能有效杜绝。

这些原因导致短期内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者安全控

制水平难以有效提升。而在我国, 绝大多数食品生产

企业通过从初级农产品生产者或生产企业收购初级

农产品用于进一步生产加工出口食品。在这种环境条

件下, 提升初级农产品原料安全最大的利益攸关方

—食品生产企业, 对原料安全的控制能力成为食品

安全控制的核心环节, 因此, 提升食品生产企业对原

料安全的控制能力成为有效保障食品安全的工作重

点。通过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初级农产品原料的有效

管理从而倒逼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不断提升对原

料安全的管控水平。 

对于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来说, 推行良好农业规

范(GAP)管理或推行有机产品认证是有效控制农产

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但是, 由于受到生产者对 GAP

认识不足, 实施 GAP 管理增加了管理成本和认证费

用过高等因素的影响, 在初级农产品种植、养殖过程

中推行 GAP 管理或推行有机产品认证难度很大。因

此, 什么样的初级农产品安全控制体系才是科学有

效的初级农产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才能保障初级

农产品安全？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该如何建立并对

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者的安全卫生控制体系和控制

能力实施有效监管和评价？官方主管部门应该如何

有效地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安全卫生控制与评

价体系的有效性实施检查、评价和监管？这是企业

和官方普遍关心的重要课题, 亟需建立体系化的指

南性规范, 以提升企业自控和官方监管的有效性、

科学性。 

2.2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

评价体系的框架与要求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评价

体系以 ISO9001: 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为基础框

架, 运用 PDCA方法( P: 策划、D: 实施、C: 检查、

A: 处置)建立可持续改进的管理体系。该体系满足

出口生产食品企业种植、养殖基地备案管理要求和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中对原料的控制要

求 , 满足良好农业规范中涉及农产品安全的要求 ; 

通过运用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原理, 对

初级农产品种植、养殖、捕捞过程的各要素(如种苗

管理, 农业投入品的筛选、使用与管理, 捕捞环境及

其作业要求等)进行综合分析, 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控

制要求。 

3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

商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通过比较研究, 为适应我国初级农产品生产现

状, 并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初级农产品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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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距,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

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3.1  建立质量安全控制准则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制订质量安全控制准则 , 

规定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种植场、养殖场、捕捞渔

船的准则, 并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和频率对其初级

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进行评价。 

3.1.1  资质要求 

种植场、养殖场、捕捞渔船应经国家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 取得相应的资质。 

3.1.2  人员的管理要求  

(1)员工的健康检查计划。当国家或进口国的法

律法规规定时,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应制

订员工的健康检查计划, 并组织实施, 保持员工健康

检查记录。  

(2)员工培训计划。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

商应制订员工培训计划, 对员工实施培训, 并保持培

训记录。 

(3)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

供应商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配备相应有资

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 

3.1.3  管理制度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应建立种植、养殖

或捕捞的管理制度, 并应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管

理人员的职责与分工, 作业与运输技术或作业规范, 

动植物卫生防疫制度, 农兽药、疫苗及其他化学品

(适用时)的购买、保存、使用管理制度, 饲料及饲料

添加剂、肥料管理制度, 对种植、养殖产品、土壤、

水源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监控制度, 对捕捞海域

监测制度, 追溯管理制度; 根据国家和进口国的法律

法规规定, 制订废弃物、废水、排泄物处理与管理制

度以及应急处理程序 。 

3.1.4  种植、养殖场, 捕捞渔船的布局以及环境卫生

或捕捞海域的选择  

种植场、养殖场的布局应合理 , 捕捞渔船的结

构应能防止渔获物在船上处理、加工、贮存过程

中受到污染 ; 种植区、养殖区或捕捞渔船的渔获

物存放区应与生活区分开 ; 种植场、养殖场应参

考国家有关标准对种植、养殖环境进行风险评估 ; 

捕捞海域应为国家或国际准许捕捞的海域。在种

植、养殖以及捕捞过程中应采用措施避免作业过

程对环境造成污染。  

3.1.5  设备设施管理  

种植场、养殖场应配备与种植、养殖和病害防

治有关的设备设施并维护良好, 以满足种植、养殖

需要; 捕捞渔船应配备与捕捞作业或在船上作业相

适应的捕捞、温度控制或初步加工的设备或设施 , 

并维护良好。 

3.1.6  水质管理  

水源充足, 水质符合要求。作物种植使用的灌溉

用水水质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要求, 水产

增养殖区域的水质应符合《渔业水质标准》的要求, 

畜禽饮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畜禽饮用水要求》的要求; 

种植场、养殖场应每年 1次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种

植、养殖用水质进行检测; 并根据种植、养殖品种的

特点, 每天对水质进行适当的监测, 当水体有异常变

化时应加强监控。捕捞渔船作业的海域应符合《渔业

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的要求。 

3.1.7  苗种管理 

植物苗种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要

求, 水产苗种应符合《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的要求, 畜

禽苗种应符合《种畜禽管理条例》的要求; 进口苗种

经官方主管机构检验检疫并按要求进行隔离, 合格

后方可使用。 

3.1.8  投入品(包括农药、兽药、疫苗、其他化学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肥料等)管理 

(1)农药、兽药、疫苗管理 

农药、兽药、疫苗应来自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或准

许进口的生产企业或经销商, 兽药与疫苗的生产和

经营应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农药的生产和经营应符合《农药管理条例》、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兽药标签应符合《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

的规定, 农药标签应符合《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

法》的规定; 农药、兽药、疫苗应贮存在专用库或专

用容器中, 由专人管理, 并按照其标签和说明书的规

定贮存; 农药、兽药、疫苗应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准

予或进口国许可在相关农产品种植、养殖过程中使用, 

使用时由有资质人员开具处方, 按照国家或进出口

的要求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应巡查用药后情况, 并及

时处理异常现象; 已开封未用完的药物应密封保存; 

超过使用有效期的药物或疫苗不得使用, 并交由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处理。 

(2)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  

动物养殖所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应来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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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批准或准许进口的生产企业或经销商, 其

生产和经营应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

规定; 其标签应符合《饲料标签国家标准》的规定; 

当饲料中含有转基因成分时, 应符合《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应设有单

独、干燥、通风且维护良好的饲料房, 并根据饲料品

种分开标识堆放; 应根据不同的养殖对象科学合理

地选用和使用饲料; 已开封未用完的饲料应进行适

当的密封, 妥善保管。  

(3)其他化学品管理  

其他化学品, 如清洁剂、消毒剂等应来自国家主

管部门批准或准许进口的生产企业或经销商, 并经

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准予使用的化学品; 应根据不同

化学品的特性选择不同的贮存方式; 保管和使用人

员应经过必要的培训, 并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

用; 已开封未用完的化学品应妥善保管。 

(4)肥料的管理 

 植物源性食品原料在种植过程中使用的肥料应

来自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或准许进口的生产企业或经

销商, 其生产和经营以及标签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肥料管理办法》的规定; 肥料应按照其标签的规

定贮存在专用库中, 仓库应保持干燥, 由专人管理; 

应按照肥料标签及使用说明书并结合植物生长的特

点和土壤肥力状况, 合理地确定施肥种类、数量、

时间和施肥方式, 最大限度地提高肥料利用率。使

用肥料后, 在使用过程中应巡查植物生长情况, 并

及时处理异常现象 ; 已开封未用完的应密封保存 , 

并及时使用。  

(5)投入品的监测 

首次购买农药、兽药、疫苗、其他化学品、饲

料及饲料添加剂、肥料时, 应向相关产品的供应商

获取质量安全监测证明, 只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

产品方可购买。在使用过程中, 应定期向相关产品供

应商获取监测报告, 必要时应取样送有资质的实验

室检测。 

3.1.9  种植、养殖过程管理或捕捞过程 

(1)种植、养殖、捕捞计划。当国家或进口国的

法律法规规定时, 种植场、养殖场, 捕捞船应根据

不同产品的特点制订种植、养殖或捕捞计划并组织

实施。 

(2)疫病或有害生物防治。应针对动物养殖, 植物

种植的特点由有资质的人员制订疫病或病虫害防治

计划。在计划执行时应定期观察防治效果, 必要时适

时调整防治计划。  

(3)种植、养殖、捕捞过程日常管理。应根据不

同种植、养殖产品的特性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定期或

不定期巡查动物养殖或植物生长情况, 开展相应的

环境因素的监测。在水产品捕捞过程中, 应观察捕捞

海域的环境变化情况, 并适时调整捕捞作业。 

(4)农药、兽药的休药期应符合国家、进口国的

要求以及相关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符合休药期规定

的食品原料方可用于加工出口产品。 

(5)当国家或进口国的法律法规规定时, 种植场、

养殖场或捕捞船应制订书面的应急计划, 包括发生

停电、停水、洪水、风暴、火灾、化学药品或突发性

污染等事件时应采取的措施。 

3.1.10  运输过程管理  

(1)运输车辆及容器应保持清洁, 并采取措施保

证运输过程农产品的安全与卫生; 运输过程所使用

的冰应清洁卫生, 不得使用不适合人类饮用的水制

成的冰。 

(2)当国家或进口国的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运输

过程的相关参数如时间、温度进行记录时, 应按照要

求进行记录。 

3.1.11 追溯管理 

(1)动物养殖场、植物种植场应建立从苗种入场

到农产品出场的全过程的可追溯记录; 捕捞渔船应

建立捕捞过程相关参数的记录, 如捕捞时间、天气情

况、捕捞位置(经度和纬度)、捕捞海域的卫生情况、

捕捞水产品种类、数量等相关信息。 

(2)当国家或进口国对产品追溯有特殊要求时 , 

应按照要求进行标识和追溯。 

3.2  体系有效性评价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制订内部审核程序, 对初

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进

行审核, 内部审核由有资质的人员每半年进行 1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最高管理者每年应至少 1 次对

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

有效性进行管理评审。 

3.3  监测与验证 

初级农产品供应商可按照国家、进口国规定并结

合种植、养殖农产品的生长特性和产地环境制订有毒

有害物质的监测计划, 并按照计划的要求进行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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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的监测, 保存监测结果;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应根据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结合种植、养殖农

产品, 捕捞农产品特点、产地环境以及历次供货情

况、进口国要求等制订抽样验证计划, 并组织实施。  

3.4  不合格、纠正与预防措施 

对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中发现的问题, 以及

在监测过程中存在的不合格原料信息, 初级农产品

原料供应商或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予以调查, 并及

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对潜在的不合格采用预防

措施。 

3.5  文件和记录的控制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制订文件控制程序和记录

控制程序, 对初级农产品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有关

的文件和记录进行管理, 并保存相应的文件和记录。 

4  出口食品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的应用 

2010年以来,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先后在500

多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中建立了原料供应商评价体

系, 并通过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建立和应用, 对其评

价内容不断进行完善。通过原料供应商评价体系的实

施, 企业对原料的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经济效益明显

提升。首先, 初级农产品供应商或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原料控制体系, 从根本上保证了

初级农产品安全。通过编写养殖水产品原料、海捕水

产品原料、植物源性食品原料、畜禽原料等四类原料

供应商评价体系指南的形式指导初级农产品供应商

以及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原料控制体系, 一方面

使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初级农产品原料的管理进一

步规范化, 体系化; 另一方面对多体系共存的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 则通过相同要素间的整合, 避免不同体

系间相同要素描述相互矛盾, 从而优化了企业管理。  

其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克服了以往不知道对

原料供应商应该管什么, 如何管等疑虑。在每类原料

供应商评价体系指南中以附表的形式提出对原料供

应商评价的形式、评价的内容, 需要收集的证据以及

结果的判定等, 从而使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能根据收

购原料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对原料供应商进行评价,并

做到持续有效。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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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有力地推动了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

区出口食品的稳步增长和质量的稳步提升。2014 年

出口食品 57.7 亿美元, 出口食品货值位居全国第三

位, 出口食品货值与 2009 年相比, 增长了 276.42%; 

出口食品因农药、兽药、环境化学污染物等原因被国

外通报率与 2009年相比减少 54.3%。   

5  结束语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评价制度的建立, 

有助于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更加科学规范地管理原料

供应商, 实现对初级农产品原料安全风险的自我控

制, 同时, 通过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原料生产商、供

应商的评估、管制, 促进初级农产品生产者不断改善

安全控制水平。它不仅可用于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初

级农产品原料安全实施有效评价与控制; 也可用于

检验检疫机构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 特别是对初

级农产品原料控制能力的评价; 另一方面对于生产

国内销售的食品生产企业如何有效控制原料供应商

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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