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卷 第 8 期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Vol. 10 No. 8 

2019 年 4 月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Apr. , 2019 

 

                            

*通讯作者: 郭亚飞, 硕士, 副主任药师, 主要研究方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E-mail: 87772468@qq.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GUO Ya-Fei, Master, Associate Chief Pharmacist, Chongqing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Certification, Chongqing 
400000, China. E-mail: 87772468@qq.com 

 

重庆市关于建设职业化食品药品 

检查员队伍的探索 

周利茗, 郭艳婧, 侯立新, 郭亚飞*  

(重庆市药品技术审评认证中心, 重庆  400000) 

摘  要: 目的  探索职业化食品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的方法途径, 为提升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管提供对策。方法  

通过整合职能职责、改变机构性质、调整检查员队伍结构、引入系统外专家检查员、加强检查员培训、完善管

理制度等措施推进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结果  重庆市建立和完善了检查员管理、检查工作开展等相关制度, 

检查队伍知识水平、专业素质、业务能力得到改善, 机构履职能力得到提高, 职业化检查员队伍能够为监管部门

提供技术支撑, 也能够促进产业发展。但在法律定位、顶层设计、专职队伍建设、分级分类管理等方面存在尚

需解决的问题。结论  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可以弥补我国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少、任务重、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但深入推行职业化检查员制度还需从国家层面解决法律定位、队伍建设方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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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food and drug inspectors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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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Certification, Chongqing 40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ays and means of building professional food and drug inspector team, and 

provide measures for improving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in Chongqing.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nspectors team were promoted by integrating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changing institution character,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inspector team, introducing expert inspectors outside the system, strengthening training for 

inspectors and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s. Results  The systems of inspector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work 

launching in Chongqing ar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inspector team’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quality and 

business competence were boosted and working abilities were enhanced. The professional inspector team could both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nd promot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aspects of legal positioning, top-level design, professional team 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ed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fessional inspector team can help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our country’s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such as shortage of staff, heavy tasks,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Bu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inspector, problems like legal 

orientation legal orientation and team construction should be dealt with at nat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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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饮食用药安全一直是人民群众 关心的问题, 也是

党和国家 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 食品

药品安全具有公共安全的特点, 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是对

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1,2]。近些年, 党和国家已将食药

安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3]。 

分析当前我国食药安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在履行主

体责任方面认识错位、意识不强, 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缺乏、

形同虚设、运行不畅, 更多是被动地依靠政府的监管倒逼

或代替主体责任的履行[4]。近些年, 在充分调研发达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经验和分析我国食品药品监管现状的基础上,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被视为食药安全保障的关键点, 只有企

业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才能从生产源头把控质量安全[5]。食

品药品检查是政府部门监管的主要手段, 目的在于通过对

企业开展检查, 预防风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许可

检查是通过前置检查筛除问题企业, 日常监督检查是通过

抽查排查风险, 执法检查是依据问题查找原因。可以看出, 

检查是食药安全监管 基本、 常用、 适用的一种监管

手段, 且食药检查制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已施行多年, 

并行之有效[6,7]。 

食品药品检查工作都是由检查员按照相应的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开展, 毋庸置疑检查员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检

查的质量和结果。目前, 我国尚未建设职责清晰、职能独

立的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和制度, 食药检查工作主要由基层

监管人员完成, 但监管人员数量少、基层部门任务重、检

查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食药监管水平

的提升[8]。因此, “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成为提升我国食

药安全监管水平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6,9,10]。 

近几年, 重庆市结合辖区食药监管体制、监管队伍、

监管对象等实际情况, 开展了食品药品职业化检查员队伍

建设。本文主要介绍自 2015 年队伍建设开始以来, 重庆市

所做的创新, 以及分析建设中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并提

出意见建议, 以期为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深入推进提供

更多的信息和参考。 

2  探索情况  

重庆市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首先是为了解决基层

监管部门检查队伍素质不足、任务繁重的问题, 无法满足

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企业的检查要求。

因此, 明确将技术检查和执法检查分离开, 职业化检查员

队伍的职责是完成高要求的技术检查, 作为行政机关的技

术补充。于是, 依托重庆市药品技术审评认证中心, 确定

专职检查员为主、兼职检查员为辅的思路, 从机构建设、

队伍建设、队伍培训 3 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推进职业

化食品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 

2.1  机构建设 

重庆市分析总结了公务员管理体制用于技术人员管

理的存在若干问题, 如薪酬水平低、晋升空间小、个人发

展规划难实现、高素质专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 

现有人才积极性得不到有效调动等[11]。结合国家关于“技

术支撑单位去行政化”的要求[12], 终确定了审评认证中

心退出参照公务员管理序列, 改为事业单位, 设立收费项

目的机构改革方案。 

第一步是整合归并职能。2015 年, 将涉及药品、医疗

器械产品注册审评和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医

疗器械、体系认证、行政许可现场检查职能全部整合归并

到审评认证中心。由该中心统一承担“三品一械”监管的技

术保障职责和职业化审评员、检查员的管理职责, 审评认

证中心职能由原有的 3 项增加至 26 项。 

第二步是增加编制、调整内设机构。该中心编制数由

22 名增加至 60 名。经批准设立食品生产审查科、药品化

妆品注册审评科、药品化妆品生产审查科、药品经营审查

科、医疗器械注册审评科、医疗器械生产审查科、综合科、

质量管理科等 8 个科室, 涵盖“三品一械”审评和检查全部

职能, 以满足履行职责的需要。 

第三步是调整机构性质、设立收费项目。2016 年, 经

批准, 该中心退出参照公务员管理序列, 此项改革在全国

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中属首例; 2017 年, 设立并启动药

品医疗器械注册审评收费项目。机构性质的调整为下一步

引进专业技术人员、调整队伍结构、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

伍奠定了基础。 

2.2  队伍建设 

2.2.1  专职检查员队伍建设 

审评认证中心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 通过系统内选

调、公开招录、劳务派遣等多种方式[8,11], 共引进专业技术

人才 35 名, 专职检查员数量由 9 名增加至 43 名。具有食

品科学、医学、药学、化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背景和从

业经历的人员达到 42 名, 占比由 63.6%增加至 91.3%; 其

中,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23 人, 占比 50%。新队伍中, 高

级技术人员 15 名, 中级技术人员 24 名。通过人员结构的

调整, 专职检查员队伍的专业技术能力得到显著改善。 

2.2.2  兼职检查员队伍建设 

在强化专职检查员队伍建设的基础上, 重庆市大力

调整兼职检查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近几年, 通过开展理

论培训、实作培训、见习检查、转正考核等方式, “三品一

械”兼职队伍数量由原来的 1000 余名精简到 467 名, 兼职

检查员队伍的可利用率得到提高。 

同时, 重庆市在食品和医疗器械检查领域还探索了

使用系统外专家检查员的模式, 作为职业化检查员队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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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专家检查员主要来自相关领域大型企业的质量负责

人、食品医药机构技术负责人等, 这类人员具有良好的专

业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更为了解和熟悉被检查对

象的情况。目前, 专家检查员主要应用于各类飞行检查任

务, 对提高检查质量发挥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2.3  队伍培训 

检查员队伍培训是提升队伍专业素质的重要途径, 欧

美发达国家在检查员队伍培训内容、师资、方式、考核等方

面已有比较完整的体系[13]。重庆市也将检查员队伍培训作

为队伍建设的主要工作加以开展。自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

工作开展以来, 投入的培训经费逐年提高, 2015 年 20 万元、

2016 年 60 万元、2017 年 110 万元、2018 年 150 万元。检

查员队伍教育培训工作由审评认证中心统一规划, 制定完

善的教育培训计划。一是分专业培训, 培训课程涵盖“四品

一械”所有门类, 各门类培训内容都是根据对应检查员能力

和检查工作进行系统制定, 兼顾广度与深度。二是分层次培

训, 结合检查员能力素质和检查经历, 对检查组长、骨干检

查员、一般检查员、新任检查员分层次开展培训, 注重培训

内容的针对性。三是整合培训师资力量, 充分利用国家局直

属技术机构、发达地区技术机构等技术资源, 选派检查员参

加进修培训和专题培训。市内培训聘请国家局技术机构、国

内行业专家、市内企业专家及资深国家级检查员授课, 努力

保证师资质量, 拓宽检查员视野。四是培训方式多样化, 采

用外派进修、外派参加专题培训、集中授课、实地训练、见

习检查、远程教育、观摩检查等多种方式开展, 全面提高检

查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2.4  成果应用与成效 

2.4.1  制度建设方面 

围绕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和管理, 先后出台了《食

品药品检查员管理暂行规定》《现场检查食宿交通保障管理

办法》《专家劳务费管理办法》, 规范了检查员的基本条件、

聘任程序、检查员职责、检查员选派、检查员待遇保障、

检查员教育培训、检查员考核评估、纪律要求与监督, 做

到了检查员管理有进有出, 检查工作开展有序高效。 

围绕“三品一械”具体检查工作, 建立了《食品生产许

可工作程序》《药品 GMP 认证检查工作程序》《化妆品生

产许可现场检查工作程序》《医疗器械生产许可检查工作程

序》等相关业务制度 33 项, 作为检查员开展工作的行为准

则, 保证检查工作的有效和公正。 

2.4.2  队伍素质提升方面 

通过对检查员队伍结构进行调整和开展针对性培训, 

队伍素质和业务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专职检查员队伍中具

有国家级检查员资格和能力的检查员达到 23名, 占比 50%; 

能够承担两类及以上国家级检查任务的检查员达到 9 名。

兼职检查员通过重新培训考核上岗, 并保证每年参加对应

类别检查不低于 5 次, 有效缓解了原来兼职队伍有人无法

用的情况。系统外专家检查员队伍建设逐步稳定和规范, 

为开展各类飞行检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同时, 专家

检查员参加监管部门的检查也是一种培训方式, 可有效帮

助自己所在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目前, 职业化检查员

队伍技术力量在全国药品监管系统和全市食品、药品、医

疗器械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初步建成了全市食品药品监管

领域的技术制高点。 

2.4.3  机构能力提高方面 

改革以来, 中心多次通过国家局组织的能力考核评

估, 并先后从国家局取得了高风险药品生产企业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认证授权、药

品生产技术转让技术审评授权、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审

评授权, 且在医疗器械审评能力考核中获满分。职业化检

查员队伍完成工作量自改革以来逐步提升, 2015 年至 2018

年, 分别完成审评检查 430 件、647 件、2746 件、4650 件。

协助行政监管部门严格把握了产品和企业准入关口, 消除

了大量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隐患, 为保证重庆市人民食

品药品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2.4.4  促进产业发展方面 

改革以来, 中心积极服务食品药品产业发展, 促进新

产品上市及产品质量改进约 1000 余个; 帮助医药生产企

业顺利引进优势品种 200 余个; 帮助医疗机构取得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资质 17 个;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 每

年可向市财政上交药品医疗器械注册收费 1000 万元以上, 

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3  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3.1  顶层设计需细化 

目前, 关于食品药品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国家层面

的顶层设计还不够完善, 主要涉及职业化检查员的职能职

责、身份定位、管理模式等方面[8]。纵观美国、欧盟等发达

国家, 职业化食品药品检查员制度都被纳入了法律规定, 这

为检查员开展现场检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14]。我国无

论是《食品安全法》还是《药品管理法》, 均未赋予职业化

检查员相应的法律地位。从实践可看出, 职业化检查员队伍

建设可以弥补目前食药监管人手不够、专业能力不足等问

题。但由于法律定位和顶层设计的缺失, 无法明确检查职能

是否可以市场化、事业单位身份检查员可否进行执法行为等

问题, 重庆市的职业化检查员队伍目前主要用于为省级监

管部门做技术补充, 难以向监管一线进行推广。 

研究建议, 尽早从法规层面、国家层面赋予职业化检

查员对应相对应的法律地位和职能职责, 明确职业化检查

员队伍建设框架和管理模式, 是归为行政管理还可推向市

场, 是分散在各个单位还是统一到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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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职检查员队伍建设需加强 

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在各省市均处于自行探索的

阶段, 关于检查员编制类型、待遇保障、资格晋升都没有

国家层面的规定可参考。队伍中兼职检查员虽然数量可观, 

但其本职工作十分繁重, 能够参加培训和检查的时间非常

有限, 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检查效率, 增加了行政时间成本
[15]。重庆市目前的优质检查资源, 如国家级检查员、检查

组长、资深检查员等都集中在专职检查员队伍中; 兼职检

查员的培养周期明显高于专职检查员; 同时兼职检查员因

岗位调整、工作调动等原因的流失率也很高。 

大力发展专职检查员队伍是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16]。但

是, 重庆专职检查员属公益一类事业编制, 这类编制属于行

政类事业单位, 人员工资水平、单位购买服务等受限制, 导致

专职检查员难以取得与其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工作职责相

对应的工资水平, 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同时, 因食品药品检

查涉及众多专业门类, 国家没有与检查工作相对应的职称晋

升序列, 导致专职检查员晋升困难, 也是阻碍专职队伍建设

的一方面原因。目前, 薪酬待遇、职称晋升 2 个因素是重庆

市检查员流失的主要原因, 这些检查员辞职后均是在企业重

要技术岗位任职, 薪酬待遇和职位晋升空间更大、更灵活。 

建议继续强化专职检查员队伍建设, 同时从薪酬待

遇、职称资格等方面设计一套适合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发展

的晋升体系, 保证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3.3  分级分类管理有待落实 

检查员管理主要是按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大

类区分, 分组长和组员进行管理。但是, 同一大类下会有很多

不同类型的小类, 以食品为例就有普通食品(26 类)、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

等类别, 不同类别之间的生产工艺、技术要求、执行标准等

明显不同, 一名检查员很难全部掌握所有类别的关键控制点

和检查要点[17]。不同检查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工作经验、学

习能力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检查员管理如果一味地采用原有

的粗线条, 明显不符合检查工作实际[13,18]。目前, 重庆市在职

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中主要还是按通用型检查员在进行培养, 

尚未结合检查员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学习能力、检查能力

等因素向专业型方面培养。同时, 面对繁重的检查任务, 跨类

别使用检查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导致在检查尺度把握、

风险评估、检查结果判定等方面都不够精准。 

因此建议, 深入落实检查员的分级分类管理, 着重培

养专精尖型检查员。 

4  结  语 

从重庆市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探索中可以看出 , 

职业化食品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对提高食品药品质量安

全、排查风险隐患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

监管经验, 完善食品药品检查法规制度, 建设专职化检查

员队伍, 注重检查员能力建设, 也是符合我国食药安全监

管现实的。就目前工商、质监、食药部门合并为市场监管

部门的改革措施而言, 职业化检查员队伍是落实“放管服”,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现实需求。 

综上所述, 职业化食品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是提升

我国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的一条有效可行的道路。建议尽快

从国家层面建立完善的法规制度, 深化职业化食品药品检

查员队伍建设,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 个 严”要求和保

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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