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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的快速发展, 农产品检验检测市场需求不断被释放, 业务量的井喷

给检测机构带来了效益也带来风险, 送检客户需求与检测机构服务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意识到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过程中信息交互的重要作用的背景下,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输入和输出运行机制的两个方

面, 分析了工作流程中的主要输入和输出风险点, 提出通过有效控制合同评审和报告审核降低输入和输出风

险。输入和输出风险的有效控制将更准确地表达客户需求,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有益于整个农产品质量安

全体系的发展, 也提供了有益的机构风险评估意识, 为推动高质量风险评估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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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the market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spection and testing has been released, the blowout of 

the business volume has brought benefits and risks, and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demand of the clients for 

inspection and the services of testing institutio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the main input and output 

risk points of work processe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input and output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insp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testing, and it wa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input and output risks by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contract review and the audit report.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input and output risks would 

more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needs of customers,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customers with,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system, and provide useful institutions risk 

assessment awarenes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risk assessment services. 



4422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7卷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testing institutions; input risk; output risk 

 
 

1  引  言 

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 食品以及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在强化政府科学监管、规范

产业发展以及处置各类突出事件中的作用日益显现[1]。与

此同时, 随着检测市场化服务的不断深入, 相关检测机构

所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2012年“今麦郎酸价事件”中反映

的检测机构合同评审出错, 导致超范围检测; 2009年“农夫

山泉砒霜门事件”中反映的检测机构报告审核不到位, 没

有发现仪器和方法使用不当, 这些都给检测机构带来了巨

大的负面影响。由此说明, 检测机构必须做到科学、公正、

高效、严谨, 把风险控制到最低。 

2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工作流程中的风险

点剖析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以下简称农产品质检机

构)的工作性质来看, 若把检测机构比喻成一个生产车间, 

那么“车间”的生产来源于订单即合同, “车间”的最终产品

即为检验检测报告。从工作流程(见图 1)来看[2], 合格的合

同评审是客户需求的准确输入和实验室作业的有效输入, 

合格的报告审核是实验室作业的可靠输出和客户需求的真

实输出, 合同评审和报告评审应是控制输入与输出风险的

两个关键点。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面对的大量检测

样品多为鲜活易腐的农产品, 其潜在的风险更加突出, 对

输入端合同及输出端报告的把关不严会给检测机构带来巨

大的风险。为此, 如何做好“两审”, 有效规避检测风险, 有

针对性地提高服务质量, 亟需对检测机构工作流程中的风

险关键点加以探析并进行有效的控制。 

3  工作流程中的输入风险点探析 

3.1  合同评审存在的风险点分析 

合同评审是工作流程中的关键风险输入点, 它一侧

连接客户, 一侧连接实验室。合同评审不到位会对客户和

质检机构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3.1.1  协议时间把握不准确, 造成公众及客户利益受损 

农产品质检机构面对的大量检测样品均为时效性很

强的新鲜样品[3]。若协议完成时间过长, 将面临新鲜产品

已过期或已腐烂, 这样凭检测报告上市或把握产品质量

变得意义不大; 如果产品有问题, 因为检测周期太长, 当

检测报告出来的时候 , 产品可能已经被消费 , 问题产品

造成的人身损害和经济损失已经发生, 此时检测报告只

是产品溯源的一份证明性材料而已, 未能起到提前预防

的作用。 

3.1.2  资质能力范围把握不准确, 导致质检机构承担巨大

的法律责任 

由于合同评审人员的疏忽或对所在质检机构资质认

证能力范围不熟悉, 超出能力范围接受任务, 将会给质检

机构带来相应的法律责任[4]。例如: 按照《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规定: “超出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检验

检测能力范围, 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结果

的责令整改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 [5]。 

 
 

 

 
图 1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工作流程图 

Fig. 1  The work flowch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detec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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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标准选择不当, 无法给客户提供真实可靠的结论 

按照 GB/T 20000.1-2014 的定义, 标准是通过标准化

活动, 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 为各种活动或其

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 可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

文件[6]。可见标准是整个实验室作业的支撑, 如果检测方

法标准选择不当, 将直接影响到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如果

判定标准选择不当, 将直接影响到判定结果的真实性。 

3.1.4  沟通不到位, 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一方面是质检机构与客户沟通不到位[7], 没有将客户

的各种信息和要求准确的输入到质检机构内部, 或者没有

将质检机构的服务能力准确的反映给客户, 造成客户与质

检机构不必要的纠纷[8]。另一方面是与实验室沟通不到位, 

有些时候实验室的“人、机、料、法、环”等条件由于某些

原因暂时无法满足任务要求, 而又缺乏足够的沟通, 造成

承接的任务无法按期完成,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9]。 

3.1.5  必要声明缺失, 存在一定法律隐患 

由于把关不严, 合同评审流于形式, 甚至只是口头交

换意见, 造成一些应该给予声明的关键信息缺失, 对整个

后期工作都是及其不负责任的, 一旦后期出现矛盾, 质检

机构在法律层面上将处于被动的局面。 

3.1.6  收费不规范, 引起客户投诉 

由于大多数农产品质检机构的主要精力和资源配备

都集中在技术层面, 有些又属于限制或没有收费资质的事

业单位, 对收费环节可能容易忽视, 偶尔会遇到因为不熟

悉收费标准等原因, 造成超标准或超范围收费而引起客户

的投诉。 

3.2  合同评审风险如何有效控制 

合同评审是质检机构所有工作的起点, 合同评审所

输入的错误信息, 可能会毁掉后期所有的努力, 做好合同

评审不仅对外控制风险的输入, 而且对内也能指导后期工

作的开展,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3.2.1  科学合理地设计《检测任务合同》 

在设置《检测任务合同》时, 要符合《质量手册》的

规定, 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同基本

信息。重点应该关注: 合同编号的唯一性; 符合法定要求

并协商一致的检测费用; 协商一致的签字及印章; 必要的

双方声明信息。二是客户及质检机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

双方名称、地址、电话及质检机构银行账号、开户行号信

息等[10]。三是样品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样品名称、状态、

数量、生产日期、规格型号、商标等。四是任务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样品交付方式(送样或抽样)、检测项目、检测方

法、判定依据、是否分包及分包信息、协议完成时间、报

告交付方式(自取或快递及邮寄地址)。 

3.2.2  根据检验性质不同, 有侧重点地开展合同评审 

不同性质的委托检验其合同评审的侧重点应有区别, 

主要有以下几种性质的委托检验:  

(1)政府委托检验。农产品质检机构常见的政府委托

检验主要有例行监测、风险评估、专项监测和监督抽查
[11]。这类工作合同评审时, 首先要关注抽样环节, 如果没

有参与抽样环节, 应该重点关注和留存行政执法部门随

样品送检的抽样单; 参与抽样工作的 , 抽样要严格按照

方案要求开展, 准确填写抽样单。其次要关注样品制备和

测定部位的要求 , 例如: 同样的产品检测项目不同制备

方式可能不同, 不同类型的产品可能有不同的取样部位。

再次要关注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 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

要严格按照方案的要求执行, 所涉及的项目一般要在认

证过的能力范围内开展, 特殊情况下会超出认证范围开

展工作, 其结果仅能用于行政决策参考而不能出具《检验

报告》。 

(2)认证委托检验。农产品质检机构通常会涉及到的

认证委托检验主要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合同评审时, 首先要关注质检机构

的资质, 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委托检验的质检机构必须

要获得相关认证机构的资质认可, 在其授权的范围内开

展工作。其次要关注认证工作机构的认可信息。各地“三

品一标”工作机构一般会在申报者产地环境现场评审合格

后, 安排核查员或抽样员进行抽样并送质检机构检验。接

受认证委托检验时, 经常会遇到申报者不了解申报流程, 

在未完成产地环境评审、未按照规范程序抽样的情况下, 

直接要求进行产品检验。从客户的利益出发, 同时避免纠

纷 , 合同评审员应该告知申报程序 , 执意要检的话也只

能当社会一般委托检验样处理, 仅供客户摸底产品质量

情况参考。再次是检测方法的选择, 绿色食品按照其对应

的绿色食品标准要求执行, 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食品按

照认证机构发布的检测目录执行,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

质指标检测, 可以选择的检测方法比较多, 一般选择 GB 

5009系列食品检测方法, 判定则主要对照申报产品的《质

量控制技术规范》。 

(3)科研委托检验。由于大量的农产品质检机构隶属于

科研院校, 其单位性质决定了在日常工作中, 大量的工作

会涉及到科研任务的委托检验。首先要关注任务的可行性, 

面对较复杂的科研任务, 合同评审员应与检测人员进行沟

通, 只有在人员、设备、耗材、技术等要素能够满足任务

要求时, 才能与客户签订任务合同。其次要关注偏离。如

果科研任务的潜在难度较大, 合同评审员应该将任务可能

出现的偏离, 如样品偏离、方法偏离、设备偏离等提前告

知客户并取得认可。再次要关注检测方法, 如果遇到需要

使用非标准方法、超范围使用标准方法等情况, 在实验室

能力具备的情况下, 还应该征得客户的同意。 

(4)社会委托检验。社会委托检验是最容易出现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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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最难于控制风险的一类委托任务, 对农产品质检机

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其核心关注点应该集中在法律要

素的评审。首先要严格按照资质能力范围开展工作, 确

保任务是在“营业范围”内开展 ,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法律

纠纷。其次检测标准和判定依据必须使用现行有效的标

准方法, 确保任务在技术层面是有法律保障的。再次要

对某些容易造成法律纠纷的问题做必要声明并在任务

合同上注明, 主要包括双方权利、义务、责任以及委托

方身份和样品信息的真实性声明、新鲜样品和微生物指

标不复检声明等。 

另外还有仲裁委托检验、鉴定委托检验、行政复检任

务。这几类委托检验任务在农产品质检机构遇到次数较少, 

当遇到时应该重点注意: 仲裁委托检验需要相关部门的指

定, 鉴定委托检验需要相关部门的认可, 农产品质量安全

复检需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 承担食品复检的质检机

构必须在国家认监委、卫生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食品复

检机构名录中。 

3.2.3  根据检验任务复杂程度, 有区别地开展合同评审 

对于简单、重复性的工作由客户填写《检测任务合同》

并由授权过的合同评审员签字后即可开展工作。对于复杂、

高难度的工作应该组织技术和业务骨干全面分析评估, 与

客户充分沟通, 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偏离需达成客户的认可, 

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达成共识, 形成双方协

商一致的合同后即可开展工作, 这类工作主要有四类: 一

是技术要求高, 例如在完成科研委托检验时经常会遇到没

有检测标准, 需要使用对人员、仪器等要求较高的科研方

法, 这类任务应该重点对技术要素进行评估。二是法律责

任大, 例如在完成政府执法委托检验时, 由于检测结果特

别是不合格结果可能直接影响到政府执法、企业经济效益

及社会影响, 这类任务应该重点关注法律要素的评估, 特

别关注程序的合法性及使用的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的合法

性。三是时间要求高, 例如在完成市场准入委托检验时, 客

户基于经济利益需要尽可能早的拿到检验报告, 由于客户

对时间要求过高, 在现有的工作条件下可能无法完成任务

或者要打乱现有工作安排部署, 这类任务应该重点关注时

间要素的评估。四是保密要求高, 例如在完成某些企业委

托检验时, 客户检测的参数可能就是其产品的专利信息或

商业秘密, 若客户有明确的保密要求, 应该重点关注保密

要素的评估。 

4  工作流程中的输出风险点探析 

4.1  报告审核存在的风险点分析 

报告审核是工作流程中的关键风险输出点, 它一侧

连接实验室, 一侧连接客户, 报告审核不到位将直接影响

报告质量, 进而损害到客户和质检机构的利益。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  原始记录不规范, 造成巨大法律隐患 

由于原始记录不规范, 甚至缺少原始记录, 造成数据

的可追溯性差, 甚至无法追溯, 如果遇到法律纠纷, 客户

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 检测过程和检测结果无法重现, 法

律意义上完全可以认为质检机构和人员出具的报告是虚假

的[12]。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 这种情

况将面临质检机构资格被取消, 负责人和检验人员将被追

究法律责任[13]。 

4.1.2  基本信息不准确, 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实际上, 客户信息、样品信息等内容最大的误差来源

是在合同评审阶段, 但对客户来说只关心质检机构的检验

报告[14], 如果一味地照搬《检测任务合同》而不加以辨别, 

一旦合同评审出错, 报告审核又没有及时控制住, 那么就

会出现有问题的报告。 

4.1.3  检测结果及产品结论不准确, 造成严重影响 

由于疏忽大意在一些检测结果数值的修约上、单位使

用上、结论用语等方面出现错误, 都将极大的破坏质检机

构的信誉, 使客户和消费者对产品产生错误的认知[15]。例

如: 社会委托检验时没有参与抽样工作, 而对整批样品进

行合格判定, 一旦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或者遇到政府

监督抽查不合格时, 质检机构将为此承担责任。 

4.2  报告审核风险如何有效控制 

报告审核是质检机构产品输出的最后一道关口, 是

对前期所有工作的最后一道把关, 做好报告审核将起到对

内控制工作质量, 对外控制产品风险的作用, 具体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2.1  科学合理地设置《检验(检测)报告》 

《检验(检测)报告》是对《检测任务合同》和整个

实验室工作的全面准确反映, 主要应该反映四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反映客户和质检机构信息。主要包括委托方

名称、地址、电话, 质检机构名称、地址、授权签字人

签字(签章)和质检机构印章等 ; 二是反映产品信息。主

要包括样品名称、样品编号、状态、数量、生产日期、

规格型号、商标等 , 如果是监督抽查等有抽样信息的 , 

还应该包括抽样时间、地点、方法、抽样量、抽样基数

等信息; 三是反映实验室工作过程。主要包括样品接收

日期、检测日期、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实测数据、报

告日期、报告编号等; 四是反映产品结果和必要声明。

客户不要求判定的应该有实测数值, 客户要求判定的应

该有单项参数结论和总体结论以及判定依据, 声明主要

涉及到法律方面的内容。 

4.2.2  原始记录的审核 

实验室的工作, 没有原始记录就等于什么也没做。通

过对原始记录的审核来追溯整个检测活动中人员、设备、

消耗材料、方法、环境等是否有效, 出现可疑情况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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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及时安排复检。保证参与整个工作流程中的人员, 包

括抽样人员、接样人员、制样人员、检测人员等都是有效

的; 保证工作所涉及的设备符合检测标准所要求的量程和

精度, 并在检定和校准的有效期内; 保证所使用的各类耗

材都符合检测标准的要求; 保证所使用的方法是满足客户

要求并符合任务需求的; 保证过程中温度、湿度等环境条

件是符合要求的。 

4.2.3  基本信息的审核 

基本信息的审核主要包括对客户信息、质检机构信息

和样品信息的审核。客户信息的描述要准确和完整, 严格

按照《检测任务合同》上的描述填写, 如遇字迹不清、客

户信息模糊等情况要及时与客户联系, 达成一致。质检机

构信息应该关注认证标志的使用是否规范, 签字信息是否

为对应的授权签字人, 骑缝章等印章信息是否规范、整洁, 

报告编号是否唯一, 结束部分是否有“以下空白”等结束标

志。样品信息重点关注样品来源, 若为送检的, 抽样信息均

不能填写, 不能按照客户的要求违规填写, 否则将可能对

质检机构带来巨大隐患, 另外还必须有“检测结果仅对来

样负责”的声明; 参与抽检的, 抽样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要

求执行, 重点关注抽样基数。 

4.2.4  产品结论及检测数值的审核 

客户对检验报告最关心的就是产品结论和检测数值, 

报告审核时应该重点关注。对检测数值审核时, 首先要对

其做出面上的判断, 避免明显不符合逻辑的数据报给客

户, 造成纠纷。例如: 检测数值含量超过 100%等明显的

错误结果, 应该立即开展追溯及纠错工作。其次要对检测

数值的准确性进行审核, 确保检测结果符合检测方法标

准的要求, 其有效数值、单位符号等信息表述准确, 需要

出具不确定度的应该在报告中反映。再次要有基本职业道

德 , 例如: 遇到安全指标严重超标并已达到法律规定要

求上报的, 应该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对产品结论审核时, 

首先关注判定依据, 只有产品有现行有效的判定依据时

才能对产品进行判定。其次要关注判定方式, 一般有合格

性判定和符合性判定两种, 在具体工作中要谨慎使用合

格性判定 , 如果检测参数只有部分参数可以判定 , 那么

对产品判定时只能做单项判定。另外检验报告要设置必要

的声明来规避法律层面的风险。根据需要一般的声明有: 

“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未经质检机构同意, 不得部

分复制检测报告”等。 

5  结  语 

针对以上提出的“两审”, 对于有效规避检测风险, 有

针对性地提高服务质量,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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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农兽药残留检测与监控技术专题》征稿函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是目前食品安全最大的风险, 也一直是食药监管部门监管的重点。近几年快速、高

通量、多组分残留同时检测及未知化合物的农/兽药残留筛查技术取得了一定突破。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农兽药残留检测与监控技术”专题, 由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孙远明教授担任

专题主编。专题将围绕(1)国内国际农药售药残留管理动态与风险评估新进展; (2)痕量农兽药残留多组分高通

量的样品制备新技术, 包括固相萃取、离子交换、凝胶渗透、加速溶剂萃取、衍生化、酶化学等; (3)痕量农兽

药残留多组分高通量的检测新技术, 包括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色谱质谱联用、免疫亲和色谱、新型快速检

测技术等; (4)重要农兽药残留的毒性、控制、分析技术及其各种仪器设备技术应用; (5)农兽药残留的监测抽样

和风险管理控制; (6)农兽药残留能力验证的操作技巧等多方面展开讨论, 计划在 2017年 2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孙远明教授和主编吴永宁研究员特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综述、研究论文、

研究简报均可,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请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投

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合格后优先发表。 

投稿方式: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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