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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  颖*, 王红育, 刘  冲 

(海军工程大学勤务学院, 天津  300450) 

摘  要: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存在标准化机构不健全、建设资源统筹力度不够、标准化体系不完善、标

准重复交叉且更新周期慢、执行监管力度不够、饮食保障实际中有标难依、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标准研究力

量相对薄弱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加强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应统筹规划, 完善标准化

体系建设; 科学管理, 建立标准更新机制; 应对需求, 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 推进融合, 引用转化民用食

品安全标准; 加大投入, 增强科研技术力量等, 以确保部队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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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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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ion of military food safety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the overall of the construction resources are insufficient because the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ions are 

inadequate; a number of standards are repeated or slow to update because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is incomplete; it 

is difficult to adhere to standards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od support because supervision is not enough; the research 

strength is relatively weak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funds input is insufficient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se problems, 

a number of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by overall planning, standard updating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for food safety should be promoted to meet the demands, civil food 

safety standards should be quoted by promoting integration, and the research strength should be reinforced and 

investment should be increas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military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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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是保障军队食品安全的技术规范, 

对于规范和指导食品安全工作起着重要作用, 涉及到军队

食品研发、筹措、储存、供应、管理、使用等多个环节, 是

实现食品保障、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特

别是随着军队后勤改革的逐步深化, 部队饮食保障积极探

索实施相对集中办伙, 办伙规模加大, 就餐人数增多; 同

时面临的食品安全环境更趋复杂, 为一些污染和有害食品

流入军营提供可能, 部队食品安全压力不断增大[1]。军队

食品安全工作应着眼部队的实际, 不断进行创新发展, 最

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安全风险。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作

为军队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紧跟军队食品

安全工作的发展, 以满足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对军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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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2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体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

问题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相关标准、组

织实施标准以及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军队食品安全实现

标准化, 可使食品供应链中生产、筹措、运输、储存、加

工、分发、食用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控制, 将食品链整个

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管理手段、控制目标等所涉及的

技术要求, 按照内在联系而组成的一个科学、系统、有机

整体。军队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庞大、结构复杂, 应针对饮

食保障的需求, 结合国家、行业等相关标准, 科学构建标

准体系, 为军队饮食安全监管提供有力支撑。经过多年建

设发展, 我军食品安全标准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相继修订

和完善了 GJB 1101-1991《军队食堂卫生管理规范》[2]、

GJB 4240-2001《军队食品卫生要求》[3]、GJB 652A-1994

《军需罐头食品总规范》[4]、GJB 2806-1997《野战食品通

用规范》[5]等国家军用标准, 以及WSB 3-1997《军队食品

采购、运输、储存卫生要求》[6]等, 使得标准体系得到了

进一步完善, 初步形成了具有军队特点的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 对军队饮食保障过程中的筹措、储备、供应、伙食管

理等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是与世界军事强国和

军队饮食保障的需求相比,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还存

在以下主要问题。 

2.1  标准化机构不健全, 建设资源的统筹力度不够 

目前,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工作还没有专门的组织

机构和人员负责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军队食品安全工作涉

及到多个部门, 由于各个部门自行管理, 造成食品安全工

作没有统一协调, 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缺乏明确要求, 影响

了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整体推进。同时, 主管人员对标准

的认知程度不同, 致使军队食品安全标准缺乏系统性, 标

准层次不明确, 互有交叉。结构不清楚, 不能充分体现军

队饮食保障活动的特殊性, 严重影响了军队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协调性。 

2.2  标准化体系不完善, 标准重复交叉、更新周期慢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与规范制定时的参照主体是国家

标准, 更多情况下是直接引用, 虽然这有利于军标与国标

的接轨, 但也容易导致体系不完善,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个

性化不强等问题。此外, 标准体系构成较模糊, 国家标准、

军队标准、行业标准与规范之间缺少有效的协调配套, 内

容重复交叉。 

标准时间过长、内容滞后和缺失等问题也是阻碍军队

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某些军用标

准的格式、计量单位、检测方法和限量等方面明显落后于

国家标准或相关行业标准。涉及食品营养强化安全和军用

食品包装材料安全等标准均存在类似问题。饮食装备研制

与标准编制的不同步也是影响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的

因素[7]。随着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军事科学技

术的发展, 饮食保障的方式、方法更加科学、合理, 饮食

保障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 在物资筹措上实行

集中筹措, 储运中实行冷链管理, 加工操作推行标准化供

应等, 而原有标准对材料、技术、保障流程的界定已远远

不能满足军队饮食保障的发展需要, 亟需更新与修订。 

2.3  执行监管力度不够, 饮食保障实际中有标难依 

虽然已经颁布实施了一些军队食品安全标准, 但由

于长期以来对食品安全认识不到位, 目前仍是重饮食保障

过程、轻饮食保障过程监管, 仍停留在食品卫生的层面上, 

对军队食品安全问题的防范措施也多是针对内部伙食管理

卫生提出和实施的, 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食品安全对军

队战斗力的影响, 忽略了现代军事行动对军队食品安全的

特殊要求, 导致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在实际保障中没有得到

很好地贯彻执行。同时, 军队食品的生产、筹措、储备、

供应保障涉及到军队和地方多个部门,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

监管机构复杂, 各部门之间职能不够明晰, 军地之间食品

安全监督信息反馈机制不够健全, 军队各职能部门之间的

协调不够, 有标准执行难的问题较为突出, 影响了军队食

品安全的监管效果[8]。 

2.4  建设经费投入不足, 标准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离不开经费投入, 但投入

到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的经费很少。军队食品安全是军队

饮食保障的基础, 就是要通过食源管理包括生产、筹措、

运输、储存、供应, 食品加工和饮食装备、炊事机械器材

安全操作, 保证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充足、安全、

富于营养的食品, 保证官兵身体健康[9]。因此军队食品安

全标准涉及的内容广泛, 包括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 每

一项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及新方法的应用对提高军队饮食保

障速度和精确性乃至后勤保障效益都有重要影响。但是由

于经费投入不足、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导致军队食品安全

标准研究开展较少, 在制订一些标准指标时, 因缺乏对我

军实际情况的分析研究, 指标的可操作性不强。并且现有

食品安全标准仅适应某个独立的环节和单独的“点”, 使得

整个饮食保障流程食品安全工作的系统性、配套性差。 

3  加强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的相关对策 

3.1  统筹规划, 完善标准化体系建设 

军队食品安全工作需要在一个健全的体制平台上 , 

统筹规划, 才能保证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建设的科学

性、合理性、有序性。一是要健全组织机构。统一规划和

协调, 成立专门的标准管理机构, 加强标准管理部门、主

管业务部门和相关科研院所的协作与沟通, 明确标准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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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原则和审定程序, 加强与国家标准的接轨, 并统一以军

队食品安全标准的形式发布。二是应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 

理顺各种工作关系。针对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特点, 修

订和完善各种基础性工作规定、工作细则、技术法规, 依

据法规章程做好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工作。三是构建标准

的主体框架。根据军队饮食保障的实际, 建立包括军队食

品质量与卫生标准、军队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标准、军队食

品安全操作与管理标准为主体的军队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这其中又可细分为通用标准和军种标准。军队食品安全标

准体系的构建必须站在全军的角度, 通用标准必须能满足

军队食品安全共性的要求, 军种标准应充分考虑各军种。

同时, 将与军队食品安全相关的各项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分门别类归入相应的体系中, 体系之间要做到层

次分明、结构合理[10]。只有这些标准协调一致, 相互配套,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全面的标准化体系结构。 

3.2  科学管理, 建立标准更新机制 
随着大量新技术、新方法在军队饮食保障上的应用, 

使得饮食保障的方式、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然而相

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使得饮食保障

过程无标准可循。这就要求对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必须强化

动态管理, 不断追踪军队饮食保障发展的最新动态, 建立

标准更新机制, 及时制订出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按照国

际惯例, 标准的更新周期为 3~5 年。军队食品安全标准中

的基础标准很多是引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因此, 必

须及时修订标准, 以使国家标准的新发展在军队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中及时体现出来, 确保标准的先进性和时效性。

同时, 标准的制修订应着眼军事斗争后勤保障急需, 在标

准的更新过程中, 要求标准起草单位每隔 3~5 年必须写出

总结报告, 明确提出是否要对现有标准进行修订的意见或

建议, 防止标龄过长、老化。 

3.3  应对需求, 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 

战争行动对食品保障数量、质量和组织形式提出需求, 

无论在如何复杂的战场条件下, 食品保障必须随时、随地、

不间断地满足这种需求。另一方面, 不同的战争形态、作

战样式和战场环境的食品保障内容、组织方式, 也对食品

安全标准体系的构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1]。例如海外物资

筹措面临着食品筹措补给数量大、供应链长、涉及环节多、

运输贮藏条件要求高、情况复杂多变等困难, 对食品安全

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未来作战保障形态对食品

安全的需求是推动和影响食品安全标准化发展与建设的根

本因素。因此, 构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基于不同需求, 

突出其鲜明的特征。 

3.4  推进融合, 引用转化民用食品安全标准 

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 既是有效利用国家科技资源

的重要举措, 也是提高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效益的重

要途径。军队食品安全工作主体主要是针对军队, 有其特

殊的战技术要求, 因此军队食品安全标准与普通民用食品

安全标准既存在共性, 也有其个性。然而, 军用食品安全

标准化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有效模

式。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经过多年建设, 已经有了较大的发

展。目前, 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涵盖食品生产、加工、流通、

餐饮等各个环节, 以国家标准为主体, 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为补充, 与食品基础标准、食品和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标准,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标准和检验方

法与规程等相协调, 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基本接轨的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12]。在军队食品安全领域使用和制订相

应标准时, 可以根据所属体系优先分析我国的民用食品安

全标准, 适用的直接引用, 无需再制订, 对于军队存在特

殊需要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制订, 体现其特殊军事

需求。这样一方面节省技术标准制订时的各项费用, 另一

方面还可以促使技术标准做到军民通用, 更有利于先进技

术在军民之间的双向发展。例如, 国家标准中更新和修订

了食品中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及其他危害人体健

康物质的检测方法和检测限量, 在军队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标准中可根据情况引用。 

3.5  加大投入, 增强科研技术力量 

要全面提高军队食品安全标准化的水平, 必要的投

入是基础, 科研力量的培养是关键。首先应加大科研投入

的力度, 特别是军队食品安全操作与管理等军队特殊的食

品安全标准研究, 来满足现代战争的食品安全保障需要。

应完善食品安全标准的跟踪评价机制, 及时对标准实施情

况进行分析研究, 提出标准修订建议, 不断提升食品安全

标准的水平[13]。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中的可追溯制度, 进一

步加强对食品安全的有效控制[14]。其次是分析军队食品安

全标准化人才队伍的需求, 明确学科建设方向, 提出人才

培养、交流和培训方案。一是在现有后勤院校中加大食品

安全、食品安全标准等相关课程, 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 二是建立军民融合的食品安全人才交流培养机制[15]。

充分利用地方高校人才的优势资源, 引进民用食品安全标

准方面的人才; 也可采用委培方式, 将具有军队饮食保障

实践经验, 但缺乏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标准专业知识的官

兵, 送入地方相关高校进行定向学习; 三是通过参加各种

技术交流活动, 提高人才队伍素质, 促进军队食品安全标

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4  结  论 

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官兵的身体健康, 关系到战斗

力的生成、维持和提高, 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是有效

维护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 对于推进部队饮食保障规

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增强保障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军队食

品安全标准体系庞大、结构复杂, 需要从整体出发,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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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需求, 科学构建目标明确、结构合理、功能齐全、配

套有效的标准体系, 提高军队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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