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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环节存在的风险和对策建议 

陈章捷*
 

(福建省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福州  350001) 

摘  要: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监测是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其中抽样环节的工作质量对抽检监测

结果至关重要。本文从抽样人员、抽样方法、抽样地点等方面对抽样环节存在的各类质量风险开展分析, 提

出降低和消除这些风险的对策, 为提高抽样工作的规范性、代表性、公正性、时效性和提高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结果的准确性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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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sampling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CHEN Zhang-Jie*
 

(Fujian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Quality Control,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ampling inspe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The quality of the sampling process is crucial for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various quality risks from the sampling staff, sampling methods, sampling locations and so on in the 

sampling proces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and eliminate these risks, in order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standardization, representativeness, impartiality, timeliness of sampling work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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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是国际公认、普遍采用的食品安全

基本管理措施, 是从整体上统筹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

重要一环, 也是监管工作由事后查处为主向关口前移、预

防为主转变的重要举措[1]。从 2014 年至今, 国家、省、市、

县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把年度抽检监测作为重要抓

手, 逐步加大抽检监测频次和品种覆盖范围, 加强抽检信

息公布力度, 有效推进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全过程包含了计划、抽样、检验、

核查处置等一系列程序, 首先由总局发布年度食品安全抽

检计划, 规定总局、省级局、市县级局的抽检监测食品品 

种、批次、抽检对象等, 各级局根据总局计划逐级发布本

级抽检方案, 然后通过直接委派下属检测机构或公开招标

等方式选择承检机构, 由承检机构按照要求组织人员开展

抽样、检验工作, 出具检验报告, 将抽检监测结果汇总上

报给组织抽检监测工作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监管部门对

不合格情况进行核查处置。 

抽检监测全过程中, 抽样工作的规范性、代表性、公

正性和时效性, 将极大的影响抽检监测结果的质量[2-4]。本

文基于抽检监测技术管理机构和承检机构的实践经验, 对

抽样环节存在的风险开展讨论, 并提出降低和消除这些风

险的对策建议, 籍此提高抽样工作的规范性、代表性、公

正性和时效性, 确保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结果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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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抽样环节各要素风险分析 

2.1  抽样人员 

2.1.1  抽样人员的风险 

一是抽样人员能力培训不充分。目前针对抽样人员的

培训来源于两个层面, 一是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针对

承检机构人员的集中培训, 这类培训时间较短, 参加人员

有限, 无法覆盖所有承检机构的所有抽样人员; 二是由承

检机构自行培训抽样人员, 培训的内容、标准无法统一, 

培训效果无从考证[2-5]。 

二是抽样人员专业知识不足。抽样人员未完全具备食

品安全相关专业知识, 未熟练掌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监测

的法律法规、工作规范和程序, 未充分熟悉食品分类, 了

解所有被抽检样品的属性、检验项目及检测标准, 不熟悉

抽样方法等[6,7]。 

三是抽样人员组织沟通协调能力不足。抽样工作往往

时间紧, 任务重, 接触被抽样单位数量多, 抽样人员不具

备一定的组织和沟通协调能力, 就无法科学合理掌握抽样

过程的工作节奏, 无法争取被抽样单位的积极配合, 导致

无法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抽样工作[8-10]。 

2.1.2  抽样人员风险导致的后果 

上述风险一旦发生, 将对检验结果的有效性产生影

响, 进而影响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的结果质量。如: 食品分

类错误, 造成计划中的某类产品多抽, 另一类产品少抽; 

食品分类错误, 造成检验人员按照错误的产品类别进行检

验和结果判定; 抽样单中被抽样单位信息填写错误, 造成

检验报告相关信息有误, 造成核查处置困难; 样品抽取时

发生污染、样品保存不当、抽样数量不足等造成无法检验

需要重新抽样; 与被抽样单位发生纠纷, 导致抽样失败; 

抽样进度慢, 导致未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抽样, 影响后续检

验进程等。 

2.2  抽样方法 

2.2.1  抽样方法风险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5]第十八条规定, 应

“随机抽取样品”, 也就是说应避免在选择样品时的人为主

观倾向性。 

但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历年发布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和风险监测实施细则》未针对每类食品和各类抽样场

所规定更详细的随机抽样方法。在被抽样单位的经营场所

抽取哪个区域、哪个批次的样品、如何抽取均是由抽样人

员确定的。另外, 每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规定了需要

抽取的食品类别, 却未指明类别中的具体品种。 

基于上述原因, 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一是不同机构的

抽样人员可能采用不同的抽样方法, 选取不同的食品代表

品种; 二是部分抽样人员凭主观意愿随意抽取样品。如: 

为节约买样成本, 有意规避价格高的品种, 只抽取廉价食

品; 为提高抽样速度, 在同一被抽样单位集中抽取大量样

品等。 

2.2.2  抽样方法风险导致的后果 

不同的抽样方法可能使同批次产品在不同检验机构

做出的检验结果存在差异, 而随意抽样或规避高价食品等

行为则必然破坏抽检监测样品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2.3  抽样地点选择 

2.3.1  抽样地点选择风险 

抽样地点的选择则更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一是人

情因素干扰被抽样单位的选择, 如“有关系”的不抽, “没关

系”的抽, “关系不好”的多抽; 二是农村、山区等偏远地区

交通不便, 抽样人员为避免路途劳顿和交通成本的增加, 

尽量不去这些地区抽样; 三是农贸市场、小作坊、小摊贩、

小餐饮等场所抽样配合度不高, 而且难以获取正式发票, 

造成买样费用报销手续繁琐。抽样人员更愿意进入商超等

经营场所抽样, 降低农贸市场、食品“三小”等场所的抽样

比例; 四是生产环节抽样时, 经常会遇到被抽样企业地址

不详细、所处位置偏远、企业没有明显厂牌等情况, 造成

寻址困难。 

2.3.2  抽样地点选择风险导致的后果 

一是凭抽样人员主观意愿选择抽样地点破坏了被抽

样单位的随机性, 可能产生不公正, 甚至是廉政风险; 二

是交通不便地区抽样量偏少造成抽样区域的代表性受到影

响; 三是诸如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食品安全风险更

高的生产经营场所游离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体系之外, 人

为降低了问题发现的几率。四是抽样人员掌握生产企业信

息不齐全, 降低了抽样效率, 影响了抽样进度。 

2.4  被抽样单位的配合 

2.4.1  被抽样单位配合度风险 

在实际抽样过程中, 被抽样单位由于法律法规意识

不强, 不理解抽检的目的意义, 甚至自身产品质量安全状

况欠佳, 对可能的处罚有惧怕心理, 从而以各种形式阻扰

抽样过程。如: 在生产企业抽样时, 企业以负责人、仓管

员不在或联系不上、企业停产、产品全部出厂售完等借口

逃避抽样; 少数被抽样单位用各种借口质疑抽样人员的身

份, 寻衅滋事, 甚至给抽样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一

些食品经营商户得知抽样正在附近进行, 以关门闭店形式

拒绝抽样。 

2.4.2  被抽样单位抵制抽样所导致的后果 

少数被抽样单位抵制抽样的行为打乱了抽检监测工

作计划, 在其他被抽样单位面前带了坏头, 对抽检监测活

动的正常开展造成了较严重的干扰和影响。 

2.5  “抽检分离”的执行 

2.5.1  “抽检分离”的执行风险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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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监测工作实施抽检分离, 抽样人员与检验人员不得

为同一人”。目前抽样与检测工作均同时由中标的承检机构

承担, 所谓“抽检分离”仅仅在承检机构内部实现, 即承检

机构组织专职抽样人员抽样, 化验室人员开展检验, 从而

可能产生风险:  

一是由于缺乏有效外部监督, 为节约人力成本, 可能

出现同一人既承担抽样又开展检验的情况; 二是检测机构

内部抽样与检验两个岗位的信息未有效隔离, 内部制度规

范无法确保抽样和检验人员公正性, 检验结果易受被抽样

单位利益干扰, 检验人员存在“权力寻租”可能。 

2.5.2  “抽检分离”未有效执行造成的后果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为监管服务的, 是提高食品安

全监管靶向性的重要技术支撑。抽检实际未分离, 导致抽

样公正性存疑, 降低了抽检监测活动的公信力。检测机构

自抽自检得出的检测结果可能无法真正为监管部门提供监

督执法的依据, 无法真正指明风险研判的重点方向。 

3  降低和消除抽样环节风险的对策建议 

3.1  建立统一的抽样人员资质保证制度 

一是规范培训程序。制订抽样人员必须学习的各类法

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等学习目录, 通过统一集中培训、

网络培训、承检机构组织培训、人员自学等多种形式相结

合, 采用学时学分制对培训内容完整性进行评价。二是统

一考核发证。对完成培训学时学分的人员进行统一考试, 

考试合格后统一发放资质证书和工作证。抽样人员资质设

置为承检单位参加抽检监测任务投标时必须满足的条件。

三是通过承检机构飞行检查考察承检单位培训程序的履行

程度和抽样人员的持续胜任程度。四是完善抽样人员监督

惩处机制, 在发生因抽样环节重大失误造成食品监督抽检

监测结果失真、引起企业异议投诉并被证明为抽检实施部

门责任、发生“吃拿卡要”等廉政问题等情况后, 相关抽样

人员可禁止其参加食品监督抽检监测工作, 构成违法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惩处[11-15]。 

3.2  完善随机抽样规范 

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 组织权威技术

机构和专家, 制定抽检监测随机抽样规范, 针对不同种类

食品和不同抽样场景的特点, 遵循统计科学, 细化抽样方

法, 规范抽样部位、抽样数量、抽样工具、样本组成方式

等, 从而使各承检单位的抽样方法保持一致性。 

3.3  改进购样经费管理 

为了防止中标单位为降低买样成本只抽取廉价食品

的倾向, 各地在抽检监测经费管理中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

在招标中规定买样费用不得低于某个额度; 或者设置抽

取高价食品的比例等, 取得了一定成效。建议进一步改进

购样费管理, 设立购样费用专项基金, 承检机构凭购买凭

证实报实销, 不占用中标金额, 杜绝只抽取廉价食品抽取

倾向。 

3.4  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宣传引导 

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被抽样单位正确看待

抽检监测的作用和意义, 促使其提高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

识, 以抽检监测为契机, 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水平, 积

极主动配合抽样。对拒绝抽样甚至野蛮干扰抽样工作的企

业和商户,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处置, 

维护抽检监测工作的权威性。 

3.5  探索实施“抽、检机构分离” 

建议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监测中实施抽样机构和检

验机构分离, 同一批检验任务, 抽样机构和检验机构不得

为同一机构。建议由各抽样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原有稽查、

执法人员, 在内部组建专职食品安全抽样队伍, 由于这样

的队伍为财政供给, 没有盈利性质和动机, 又了解辖区食

品生产经营质量状况, 相较于第三方机构, 更能够忠实的

执行抽检工作规范, 把握监管靶向性, 提高问题发现率。 

3.6  在抽样中贯彻“双随机一公开”机制 

建议在抽检监测抽样环节加快贯彻“双随机一公开”

机制, 即在抽样过程中随机抽取抽样对象, 随机选派抽样

人员, 抽样情况及抽样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建立健全被

抽样主体名录库和抽样人员名录库, 推广运用电子化手段, 

对“双随机”抽查做到全程留痕, 实现责任可追溯。这样就

堵住抽样和被抽样双方“通气”、“打招呼”等漏洞, “检查谁、

谁去查、怎么查、何时查”全部由平台随机公开抽取, 保证

了抽样的公正公开。另外, 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机制确定

被抽样单位后,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摸清地址和经营情况,

必要时可请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予配合, 对各种形式

的逃避抽样行为采取预防和处置措施。 

3.7  完善承检机构检查机制, 确保抽样过程合法合规 

建议对承检机构继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在飞行检

查中考察抽样文档记录、抽样影像等资料的完整性, 检查

抽样硬件装备的实际配备状况, 考察抽样人员的培训经历

和实际能力。还可以在承检机构抽样实施过程中随机派出

观察员, 考察承检机构的现场抽样行为是否合法合规。 

4  结  论 

提高抽样行为的科学规范水平是提升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监测有效性的迫切需要。对抽样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持

续改进、动态提升的过程, 只有不断提高抽样人员从业资

质水平, 加强抽样方法研究, 完善抽样制度体系, 提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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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机构抽样环节管理和监督考核力度, 才能让抽检监测工

作真正成为发现问题食品的有力武器, 成为食品安全监管

的有效技术支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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