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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新模式的研究与思考 

张周建 

(南通市港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通  226011) 

摘  要: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重新组建运行后, 逐渐暴露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 部分基层监管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 有效解决了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不足

和专业知识匮乏等难题。本文结合管理实践, 阐述了建立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新模式的必要性, 对食品安全第

三方管理的概念、特点及优势进行介绍和分析, 介绍了我国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的现状, 并就规范食品安全第

三方管理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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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ode of third-party 
management for food safety 

ZHANG Zhou-Jian 

(Nantong Gangzha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 Nantong 22601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regulatory system and regulatory capacity gradually revealed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grassroot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t present, some grassroots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worked together with food safety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through buying services which effectively 

solved the lack of staff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o on. Combining with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new mode of the third party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third party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hird party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was introduced,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regulate the third party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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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整合, 各基层政府在机构

改革中纷纷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组建的市场监督管

理局承担了辖区内食品生产(含食品加工小作坊)、食品流

通(含食用农产品)、餐饮服务等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任务, 

通过物理整合的方式, 完善了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食品安全分段监管存在的弊端。但机构运

行之后, 也逐渐暴露出人员不足、专业知识缺乏等突出问

题。由于基层部门不仅承担食品安全监管任务, 还承担药

品、特种设备、质量、市场等多个工作任务, 有限的基层

执法人员均身兼数职, 几乎没有专职从事食品安全执法的

人员。在“人少”的现状下, “事多”就显得更为突出, 一个部

门需要承担食品安全全环节的监管任务。除了辖区行政许

可、日常巡查外,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还需应对来自上

级部门的各类整治、调研等工作任务。基层从事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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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的人员又大多来自工商系统, 不具备食品专业的基础, 

面对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监管要求,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队

伍出现捉襟见肘、疲于应付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些食品安

全监管新形势、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矛盾, 江苏省南通市港

闸区、崇川区等地大胆探索、创新思路、引入市场机制, 探

索实施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的新模式, 有效解决了人员和

专业知识不足的难题, 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 防止

了监管缺位, 完善了监管体系。 

2  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的概念 

2.1  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 

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特指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食品

安全监管过程中引入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 通过购买服务

的形式, 将检验、培训、评价、督导等工作任务委托第三

方机构开展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 

2.2  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 

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是指独立于监管部门和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之外的具有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能够提供食品

安全相关管理服务的合法社会机构, 包括与食品相关的协

会、食品安全检测公司及食品安全咨询公司等。 

3  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的特点 

3.1  独立性 

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是基于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的

管理模式, 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是独立的社会机构, 不隶

属于相关监管机构, 与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无关系, 能够独

立自主地开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活动, 确保管理公平、

公正。 

3.2  专业性 

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内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食品安全

相关专业人员, 在食品安全专业技术方面有较强的优势, 

如食品安全检测公司主要是由食品安全检测专业的人员组

成; 食品安全咨询公司大多是由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的

专家组成, 其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大多具有食品相关专业

学历。第三方机构大多与高校的食品安全专业建立技术合

作关系, 以提高服务的专业性。 

3.3  服务性 

服务是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经营的本质, 第三方机

构通过专业人员提供食品检验、食品安全培训、食品安全

管理等专业服务, 它区别于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日常监

管的执法行为, 也区别于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的内部管

理自查行为, 是在两者不能满足食品安全管理实际需求状

况下的一种补充性服务行为。 

4  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的优势 

4.1  补充现有监管资源 

(1)执法人员的补充。当前, 随着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成

立、执法人员的叠加以及监管职能的整合, 虽然这些管理

部门的工作人员总体人数有了较大增长, 但从事食品监管

工作的人员减少了, 所需的专业型、技术型人员更是严重

缺乏。目前, 多数基层单位的食品安全执法人员配备比例

不足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 执法人员的数量与需履行的职

责、监管任务极不匹配。在受到人员编制、机构规模等限

制的现状下, 引入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不失为解决当前困

境的一个有效举措, 它能有效补充监管方面的人力资源, 

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在新的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有序开展, 

防止出现监管空白。 

(2)专业知识的补充。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的工作人员

大多有食品相关专业的背景, 经过食品安全监管相关法律

法规和专业知识的系统培训, 对于监管业务比较熟悉, 能

够采取多种措施和现代化监管设备找出问题, 包括利用快

速检测设备开展食品安全监测, 排查安全风险; 这部分人

员还能够开展食品安全相关培训、食品安全日常巡查及食

品安全检测等工作。实施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突出发挥了

他们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优势, 并且能够有效弥补当前基层

食品安全监管单位执法人员专业知识的不足。 

4.2  提升现有监管效能 

(1)辅助实现精准、高效执法。食品安全监管对象面广、

量大, 如何及时准确发现、排查安全隐患, 及时依法处理, 

需要大量精准的食品安全问题信息。监管部门针对第三方

机构报送的食品安全问题信息, 实施靶向执法, 使违法案

件的查处和市场秩序的整治更加快速、高效, 将有限的监

管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监管效能。 

(2)提高食品安全隐患发现率。食品安全监管应遵循以

问题为导向的原则, 大量的实践证明, 采取暗访巡查、飞行

检查、网格化全覆盖检查是发现问题的有效手段。第三方

机构管理的工作人员与监管对象没有利益关联, 使得在协

助开展日常全覆盖检查中发现和查找问题变得更加高效, 

排查风险隐患更加客观、公正、真实。 

(3)保障核心业务工作时间。监管部门将检验、培训、

评价、督导等工作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能够将有限的

时间全部用于核心、难点业务工作上, 保障了工作的顺利

开展。 

(4)激发监管人员工作激情。作为社会机构, 第三方机

构有更加完整灵活的考核办法和激励机制, 其工作人员的

工作状态、工作方式及工作成果能从侧面激励监管部门的

执法人员, 有助于调动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推动

执法效能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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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体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精神 

《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就是把食品安全治理由过

去由政府监管的单一体制转向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第三方

机构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到食品安全管理过程中, 充分体现

出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精神。 

5  我国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的现状 

当前, 通过非核心业务外包方式把部分辅助职能转

移给第三方机构(专业咨询公司、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大特征。2010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FDA 食品安全现代化法》[1], 针对进口

食品的安全监管专门引入第三方审核机制, 由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认可的第三

方机构对国外的食品加工企业进行安全检测, 对国外供应

商进行验证, 对自愿合格进口商进行认证, 在很大程度上

节省了监管成本, 提升了监管效能。加拿大消费者协会成

立了“食品安全教育组织”, 通过互联网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食品安全的知识和信息[2]。日本的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食

品安全管理, 并显示出了很强的独立性。例如, 日本农业协

同工会(农协)以其自发性、独立性、服务性和营利性在从

源头和流通环节控制食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 

我国将社会检验机构、认证机构、食品行业协会及消

费者协会等列为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三方机构, 其中食品行

业协会在规范行业行为、开展行业服务、加强行业自律、

引导企业依法经营、推动企业诚信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4]。但由于能力和体制的限制, 这些机构几乎都不直

接参与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管理, 更多的是发挥社会监督

的作用。2014 年, 我国政府明确指出,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推广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引入第三方管理

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同时食品安全管理也引入了社会

共治的理念, 并不断强化。 

近年来, 在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改革过程中, 以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公司为主的第三方机构更多地参与到了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抽检工作中。也有少部分地区仍

在积极探索第三方机构, 使其参与到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

中, 比如原天津市滨海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天津

泰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食品流通环节开展了为期 4

个月的常态化巡查检测试点工作[5]; 南通市食品安全办公

室委托南通安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省级食品安

全城市创建初审评估工作, 这些成功案例推开了我国第三

方机构直接参与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管理的“大门”。与美国

等国家相比, 我国在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的应用和管理上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需要从机制建设、制度制定, 甚至立

法层面上完善第三方机构的认证、管理与运行, 更好地发

挥出第三方管理的优势。 

6  规范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的建议 

随着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模式的不断发展, 食品安

全第三方机构也日益增多, 但目前尚未有对食品安全第三

方机构的规范性要求, 使得不同机构的资质水平和服务质

量存在较大差异, 给行业带来一定的混乱。近期, 上海市人

大开展立法调研, 将通过立法对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

规范管理[6], 引导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有序、健康发展, 为

食品安全管理作出更大贡献。 

6.1  制定第三方机构的资质标准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 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是监管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方机构需要有懂监管知识、具有

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7], 应该具备与其所提供服务相对

应的资质条件, 比如提供食品检验服务的机构应有食品检

验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以及相应的人员、场所保障; 提供食

品安全管理服务的机构应建立 ISO 9001 等先进管理体系, 

高素质专业人员应达到一定比例等。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

制定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的资质标准, 保证其独立性, 加

强第三方机构的管理, 防止鱼龙混杂、降低第三方机构在

参与政府公共事务中的信誉, 给食品安全管理带来隐患。 

6.2  出台第三方机构的服务准则 

在充分肯定食品安全第三方管理优势的同时, 也应

该清醒地认识到, 第三方机构作为社会机构, 其盈利性、竞

争性是其基本属性, 如何避免由恶意竞争造成的行业发展

混乱及给食品安全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需要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制定、出台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的服务准则。有些

第三方机构为了抢占市场, 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服务项目,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 因此, 

通过服务准则明确服务应达到的效果, 比如问题食品的发

现率、管理问题的发现率等, 从而规范其服务行为, 保障其

服务质量。 

6.3  规范监管部门购买服务的行为方式 

政府购买服务大多是以政府招标的形式开展, 应加

强购买服务行为方式的管理, 严格审核参与投标单位的资

质, 严禁有监管部门背景的第三方机构参与竞争, 避免监

管部门过多干预第三方机构的管理活动, 保障食品安全第

三方管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这也是政府廉洁行政的重要

保障。 

6.4  明确第三方机构的服务范畴 

在保证管理质量的前提下, 除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管理等核心业务外, 监督抽检、日常巡查、监管督查、知

识培训、许可预审等其他日常管理均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

展或参与。但是, 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角度考量, 第三

方机构参与食品安全共治, 要依法确权和合理分权, 理清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限与第三方机构权限的界限, 这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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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监管力量与社会监督力量才能在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过

程中“双向互动”地科学运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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