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卷 第 15 期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Vol. 10 No. 15 

2019 年 8 月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Aug. , 2019 

 

                            

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认证认可通用技术研究项目(2016YFF020390103) 

Fund: Supported by Research on General Technology of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 Econom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6YFF020390103) 

*通讯作者: 杨洋,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E-mail: yang031061yang@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G Yang, Master, 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eijing 100176, China. E-mail: 
yang031061yang@163.com 

 

欧盟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评估 

杨  洋*, 孙  利, 李  立, 贝  君, 伍琳琳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76) 

摘  要: 欧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我国在贸易方面联系十分密切, 且欧盟关于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

系评估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内容。本研究通过对欧盟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监管体制、技术标准、实验室认可方面的梳理和分析, 对欧盟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进行评估, 为我国与欧盟

的检验检测互认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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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EU is very close to China’s trade, and the EU has carried 

out a lot of research work on the evaluation of food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system, 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worth learning and reference.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EU food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system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EU's food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ory system,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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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开放性

和文化多样性的潮流, 有利于我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交流

协作。欧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我国在贸易方面

联系十分密切。与欧盟进出口贸易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贸

易量的增加, 必然给口岸监管带来压力, 因此, 在保障产

品安全的前提下, 降低口岸监管成本, 提高口岸监管效率, 

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欧盟在法律法规体系、监管体制、技术标准体系和

认可体系方面先于我国开展相关工作 , 其中 , 检验检测

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环节, 有许多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的内容[1]。在检验检测环节减少重复检测, 提

高通关效率 , 消除技术壁垒 , 可以有效地促进贸易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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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 实现双边/多边检验检测的互认是减少重复检

测的有效途径, 而检验检测体系评估互认前的必需工作

便。目前国内对欧盟的检验检测体系进行评估相关文献

报道较少。  

由于食品基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对检验检测机构

的检测能力要求更高, 因此本文以食品安全为例, 通过法

律法规、监管体制、技术标准、实验室认可 4 个方面的梳

理和分析, 实现欧盟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评估, 为我

国与欧盟的检验检测互认提供技术支撑。 

2  欧盟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欧盟一直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经过不断地探索

和发展, 逐步形成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与控制

的食品安全体系, 其科学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一直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欧盟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对健全和比较完

善,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责权明确、各部门协调一致、高效

运转, 技术标准体系比较完整和详细, 认可体系完备, 且

积极参与国际互认。 

2.1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欧盟法律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它的地位高居成员国

法律之上。除了基础条约外, 还包括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

法规(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和决议(decision), 以及不

具 有 强 制 法 律 效 力 的 建 议 (recommendation) 和 意 见

(opinion)[1]。 

2000 年欧盟颁布《食品安全白皮书》, 明确建立“从

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 保障食品安全。以《食品安

全白皮书》为基础, 欧盟于 2002 年制定了欧洲议会和理

事会法规(EC) 178/2002, 即著名的《基本食品法》, 规定

了欧盟范围内统一食品法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建立欧洲

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设立

食品安全程序[2]。 

欧盟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是一个典型的“伞状”

结构 , 基本法的完善起到了坚实的支撑性作用 , 使得其

他法律在此基础上以横向、纵向的方式不断地完善食品

安全监管。正是这样一种“伞状”的立法体系, 形成了欧盟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框架。欧盟食品法规主要框架包括“一

个路线图, 七部法规”。一个路线图就是《食品安全白皮

书》, 七部法律主要是围绕白皮书而制定的欧盟基本食品

法、食品卫生法等一系列的法规,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法规

有 7 部: (1) 法规(EC)178/2002: 基本食品法; (2) 法规

(EC)852/2004: 食品卫生法; (3) 法规(EC)853/2004: 动物

源性食品特殊卫生规定; (4) 法规(EC)854/2004: 供人类

消 费 用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官 方 组 织 细 则 ; (5) 法 规

(EC)882/2004: 确保符合食品与饲料法、动物健康与动物

福利规定的官方控制; (6) 指令 2002/99/EC: 供人类消费

的动物源性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引进的动物卫生

法规; (7) 法规(EC)183/2005: 饲料卫生要求。这些法规涵

盖了 HACCP、可追溯性、饲料和食品控制, 以及从第三

国进口食品的官方控制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 对于进口食品, 欧盟适用统一的进口程序。对

进口食品的官方控制是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根据风

险等级的高低, 科学地制定适当的进口食品抽检比例。欧

盟将进口食品分为动物源性产品、非动物源性产品和复合

产品 3 类, 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涵盖了动物健康和

福利要求、食品卫生要求、动物卫生要求、植物卫生要求、

第三国食品加工经营者的义务、进口商义务、第三国主管

机构职责等方面的内容。以动物源性产品为例, 欧盟的监

督制度包括 : (1) 境外生产国食品安全体系评估制度 ,    

(2)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制度; (3) 进口食品随附官方证书制

度; (4) 口岸查验制度[3]。 

欧盟没有制定专门针对进口食品的监控计划, 而是

通过对第三国制定的出口食品监控计划的执行情况, 考

察评估进口食品能否符合欧盟要求, 同时欧盟在各成员

国的边境设立检查站检查来自第三国的食品, 采用快速

预警系统及时反馈信息。例如对于动物源性食品, 欧盟

96/23/EC 指令规定, 第三国出口动物源性食品到欧盟成

员国 , 必须符合欧盟的同等要求 , 必须列入其认可的残

留监控计划第三国名单, 同时第三国监控计划必须不断

更新修正 , 接受欧盟的检查验证 , 同时将每年残留监控

结果通告欧盟委员会[4]。 

2.2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责权明确、协调一致、高效运转的食品安全监管体

制是提高食品安全控制水平的基础。欧盟的食品安全监

管以法律为基础 , 由欧盟委员会统一管理 , 协调各成员

国。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保障食品安

全重大决策和制定食品安全法规、指令、条例等方面都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是欧盟食品安全管理的主体 , 并

对下属和各成员国食品安全执行机构进行监督。对食品

出口国的监督和进口产品标准的制定与监督, 也由上述

机构来完成。欧盟层面上具体对食品安全肩负着重要职

责 的 管理 机 构 是 欧盟 委 员 会 卫生 与 食 品 安全 总 司

(Directorate-General of Health and Food Safety, DG 

SANTE)和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DG SANTE 负责欧盟

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政策和监督相关法律实施[5],下属卫

生与食品审计和分析办公室(health and food audits and 

analysis), 主要负责监督食品和饲料安全、动物卫生、动

物福利、植物卫生等法律实施和执行情况[6]。EFSA 负责

独立的风险评估工作, 并提出科学建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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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食品

安全局、欧盟各成员国和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共同

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欧

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等行政组织是欧盟

食品安全的立法、监督和决策机构。在具体执行方面 , 

欧盟本着合作与透明性原则 , 建立了部门间协调机制。

在欧盟成员国 , 食品安全监管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

地方主管当局共同承担 , 也有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协

调机制。  

欧盟实行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模式, 生产环

节采用农药残留检测制度、行业协会自查制度、良好生产

实践指南及食品投入品管理制度等; 流通环节采用食品安

全全程追溯、市场准入制度、通用及专项标识管理及绿色

壁垒等; 加工环节采用 HACCP 认证、企业资格认证、标

准化生产制度、产品有机认证等。 

基于科学的原则, 欧盟广泛开展了食品安全风险分

析和预警工作, 建立了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the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作为连接欧盟委员

会、欧洲食品安全局以及各成员国食品与饲料安全主管机

构的网络[8]。当某一成员国发现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警报

时, 立即通过该预警系统通知欧盟委员会, 并迅速将该信

息传递给各成员国。RASFF 使得欧盟委员会以及各成员国

能够迅速发现食品安全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 避免风险的

进一步扩大, 从而确保食品安全。“马肉风波”后, 欧盟又建

立了食品欺诈网络(food frand network, FFN), 以预防和减

少食品欺诈[9]。 

2.3  食品安全技术标准体系 

欧盟建立了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 标准已深入社会

生活的各个层面, 为法律法规提供技术支撑, 成为市场准

入、契约合同维护、贸易仲裁、合格评定、产品检验、质

量体系认证等的基本依据。在当今全球化的市场中, 欧盟

标准已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欧洲标准和欧盟各成员国国家标准是欧盟标准体

系中的两级标准 , 其中欧洲标准是欧盟各成员国统一

使用的区域级标准。欧洲标准由 3 个欧洲标准化组织

制定 , 负责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机构是欧洲标准化委

员会。欧盟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的。  

欧盟食品安全标准可分为食品技术标准和食品管理

标准。前者主要是对食品食品添加剂、有机食品、转基因

食品、标签等方面做出的规定。后者是对食品安全中管理

的职责、程序、依据、方法等做出的规定。 

欧盟食品安全技术标准体系是比较完整和详细的 , 

较大一部分以欧盟指令的形式表现。指令对欧盟所有成

员都是通用的、最低限度的和可接受的。例如欧盟对

食品添加剂的管理采用正面清单的形式来实现 , 一般

分为食品添加剂、酶和香料 3 大类管理 [10]。对食品中

营养强化剂单独管理 , 规范食品中维生素和矿物质及

其他物质的添加 [11]。对农药残留 [12]和兽药残留 [13]的管

理 , 通过制定最大残留限量。对食品标签标示的管理采

用横向和纵向两种法规体系 , 横向法规主要是规定了

适用于多种食品标签的通用要求 , 比如欧盟食品标签

法规、营养和健康声称等 [14]; 纵向规定各种特定食品

标签 , 如酒类等。  

关于食品管理标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HACCP 体

系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 体系是建立

在在良好操作规范和卫生标准操作程序基础上的预防性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应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具有广泛的通用性, 侧重于组织进行

宏观控制。 

2.4  实验室认可体系 

认可是证实能力、传递信任的手段, 是市场有效运行

的质量基础设施, 具有为政府监管提供技术支持的作用, 

已成为多国政府进行市场监管的有效手段[15]。通过互认协

议 , 可以减少重复检测 , 提高通关效率 , 消除技术壁垒 , 

促进贸易全球化和国际合作。 

实验室认可是认可的核心内容之一。实验室认可分

为 2 类: 检测实验室和校准实验室。目前, 国际性实验室

认 可 组 织 有 国 际 实 验 室 认 可 合 作 组 织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ILAC)。区域性实验

室 认 可 组 织 主 要 有 欧 洲 认 可 合 作 组 织 (European 

co-operation for Accreditation, EA)和亚太实验室认可合作

组织 (Asia Pacific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APLAC)。组织内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互认协议, 旨在实

现“一次检测, 全球承认”, 从而促进公平贸易, 确保产品

和服务质量, 减少技术贸易壁垒。欧盟成员国大都较早就

成立了认可机构, 并积极加入 ILAC, 遵循统一的认可准

则 ISO/IEC 17025[16]。作为欧盟区域的认可组织, EA 的成

员主要包括经欧洲各国政府正式认可的国家认证机构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dy, NAB), 根据国际标准开展

认证、验证、检查、检测和校准等合格评定活动[16]EA 与

DG SANTE 合作, 负责制定食品和饲料中农药残留分析

方面的认可指南[17]。 

为了更有效、准确地检测动物源性食品中的兽药残留

和植物源性食品中农药残留, 欧盟建立了完整的残留检测

体系。欧盟的残留检测实验室分为: 欧盟基准实验室(EU 

reference laboratories, EURLs)[18]、国家基准实验室(national 

reference laboratories, NRLs)和常规检测实验室, 分别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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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检测工作和任务。他们共同形成了欧盟残留监控检

测基准实验室体系。执行监控计划样品检测任务的实验室

必须符合 ISO/IEC 17025 的要求, 并经过欧盟的实验室能

力测试和验证。 

3  结  论 

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是国际公认

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先进完善的检验检测体系是保障

食品安全的重要条件。法律法规是检验检测体系的基

石 , 监管体制的完善程度是影响检验检测体系的一个

重要因素 , 技术标准是检验检测的依据 , 实验室认可

是检验检测能力的证明。通过对欧盟在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监管体制、技术标准、实验室认可方面的分析

和评估 , 可以看出欧盟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较为

成熟和完善。  

欧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我国在食品农产

品进出口贸易方面联系十分密切。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

显 示 [19], 2017 年 , 中 欧 食 品 农 产 品 进 出 口 金 额 为   

234.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5%。其中我出口食品农产品

金额为 86.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1%。进口食品农产品金

额为 147.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1%。同时进出口产品的

种类也非常丰富。认证认可是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

和贸易便利化工具, 欧盟在食品安全检验检测领域整体

实力较强 , 同时我国也积极融入国际认可互认体系 , 并

在国际认可互认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建议今后探索

与欧盟以签订互认协议的方式, 实现食品安全检测结果

和标准的互认。 

欧盟对进口食品的管理基于风险分析的原则, 在风

险评估的基础上, 根据风险等级的高低, 科学地制定适当

的进口食品抽检比例, 欧盟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效说明了风

险管理的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 今后

在与欧盟实现食品安全检验检测领域结果互认时, 可以基

于风险分析的原则, 结合溯源、召回等有效手段, 有效地

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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