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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防体系在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中的运用, 提高了食品安全的水平, 对于中小型食品企业而言, 降低了

企业的生产成本, 强化了企业进行预防性质量控制的理念, 推动了企业管理模式不断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变。预

防体系的建立是食品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 尤其欧美食品生产法规中无不要求预防体系的建立, 预防体系的

建立也是传递信任的基础。预防体系的实施, 可降低食品安全危害达到可接受水平, 从而推动各成员间的贸易, 

传递各成员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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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体系在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中的运用, 提高
了食品安全的水平, 对于中小型食品企业而言, 降低
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强化了企业进行预防性质量控
制的理念, 推动了企业管理模式不断向现代管理模
式转变。预防体系的建立是食品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 
尤其欧美食品生产法规中无不要求预防体系的建立, 
预防体系的建立也是传递信任的基础。预防体系的实

施, 可降低食品安全危害达到可接受水平, 从而推动
各成员间的贸易, 传递各成员间的信任。 

1  预防体系 

预防体系是对食品生产和加工等过程进行安全

风险识别、评价和控制的一种系统管理方法, 是食品
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不乏通过对关键控制点实行有效

的预防措施和手段, 使食品污染、食品危害因素降低
到最小程度。预防体系可以是通过安全风险评价和危

害分析, 找出食品生产中, 最可能出现的风险或问题
的环节, 找出危险的关键因子, 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 
使食品安全卫生达到预期的要求, 该体系从潜在风
险发生的原因入手 , 以预防为主的控制措施 , 如
HACCP体系的建立。 

认监委要求从事加工出口食品企业应建立危害

风险分析和预防控制措施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并对
罐头类、肉及肉制品类、乳及乳制品类、果蔬汁等七

类产品实施官方验证[1]。 

2  形势要求 

在促进公平贸易的前提下,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负责制定国际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以风险

评估为基础。风险评估为优化消费者健康保护以及防

止贸易壁垒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欧盟法规要求企业

经营者承担食品安全的主要责任, 要求全面推行危

害风险分析和预防控制措施; 美国强调了危害分析

和基于风险的预防措施, 将危害分析和风险预防控

制措施的理念、方法以法律形式强制应用于食品链的

所有企业和所有环节[2]。 

2011年 7月 26日公布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

案管理规定》及其配套文件, 推动了我国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的有效管理, 强调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 全面

推行危害风险分析和预防控制措施为核心的预防体

系的应用[3]。 

3  建立体系的模式 

建立预防体系是强制还是自愿, 在国际上给出
了不同的答案, 有些国家强制要求高风险食品应建
立预防体系, 甚至要求进行官方验证。对于其他食品
行业, 则鼓励应用预防体系, 视为自愿性行为;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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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食品生产比较先进的国家要求建立基于危害风

险分析和预防控制措施的预防体系, 我国就是其中
之一。 

4  预防体系应用的现状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总局 142
号令)公布实施后, 多数企业忙于建立预防体系, 多
数中小食品生产企业对预防体系的了解程度是难以

建立和实施的。因此, 企业就想方设法寻找建立预防
体系的捷径, 聪明的企业借鉴同行照葫芦画瓢建立
了自己的预防体系, 而有些企业向认证机构咨询来
建立预防体系。总之, 目前出口食品生产的预防体系
建立的是五花八门, 良莠不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4.1  有些企业为应付行政要求建立预防体系, 
造成体系策划和具体实施两张皮的现象。首先, 企业
管理层没有充分认识到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

人, 不以身作则, 难以重视预防体系的作用; 其次, 
企业要抽调精兵强将进行预防体系的策划和监督 , 
还要建立自己的内部审核员队伍, 势必会提高企业
的生产成本。 

4.2  个别第三方认证机构缺乏必要的责任心, 
建立一套自己的预防体系文件, 不管什么企业只要
企业申请认证, 千篇一律给企业一套了之。另一方面, 
在激烈竞争的认证市场, 认证机构的人员大多自于
各行各业的技术型专家, 具备踏实的工作作风, 对企
业进行审核时, 只是提出企业存在的不符合, 甚至出
现严重的不符合, 在认证机构利益的驱使下, 认证审
核人员也不会暂停或废止企业的认证证书, 出现认
证过程和预防体系运行“两张皮”现象, 这让我们进
一步认识到预防体系认证有效性问题的存在。 

4.3  目前,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基层操作人员

存在素质不高、流动频繁, 难以管理等问题, 特别是

维护体系运行的, 懂得体系管理知识的企业管理者, 

一旦离职, 将有可能使原来正常有效运行的预防体

系瘫痪, 甚至在企业备案换证时达不到要求, 而难以

顺利换证, 影响企业的出口。另一方面, 企业不可能

只生产一种产品, 建立的预防体系也不可能永恒不

变。随着食品生产工艺的变化, 消费者对食品要求的

不断提高, 也对食品生产的预防体系提出了新的挑

战, 因此也要求预防体系持续改进、不断提高。 

4.4  食品生产企业对消费对象的认识不足。出
口企业的产品是面向国际市场的, 预防体系是安全
食品生产的基础, 如果预防体系获得国际的认可, 那
么企业的产品也将符合国际贸易的要求, 因此, 推动
预防体系的国际互认就成为当务之急。 

5  加强预防体系建设, 传递信任 

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预防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来传递信任:  

5.1  政府推动 

缺少政府的推动和认可, 实施预防体系将变得
步履维艰, 同时预防体系也将无法被买方接收和认
可。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预防体系和对食品

生产企业建立预防体系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管理, 提
高和保证预防体系实施的质量。如实施的出口食品备

案制度中, 对罐头类、肉及肉制品类、乳及乳制品类、
果蔬汁等七类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施强制性官方验

证, 在国际上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美国对我国官方
验证证书的认可, 为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随着《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的公布, 要求所有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建立以危害风险分析和预防控制

措施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进一步降低出口食品加工过
程中带来的风险, 使产品传递给消费者更多的信任。 

政府应树立权威, 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预
防体系提供技术支持, 建立技术专家团队解决实际
问题; 同时做好宣传工作, 把企业建立预防体系看为
企业为社会的贡献, 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 给市场
以信任。 

5.2  提高认证有效性 

为提高认证有效性, 总局建立了采信第三方认

证结果制度[4], 从而推动认证机构的优胜劣汰, 把认

证机构推向市场, 由市场选择能力强、水平高的审核

员, 选择认真负责的认证机构。因此, 企业在申请认

证时, 要选择口碑好、信誉佳、专业强的认证机构, 按

照认证认可制度规范通过认证审核, 同时企业要对

认证机构提出的问题要认真对待, 举一反三进行整

改。通过认证机构的不断优化, 进而提高认证的有效性, 

推动预防体系的建立, 传递消费者对认证的信任。 

5.3  企业全方位建立预防体系 

一是预防体系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得到企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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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重视和批准; 二是要让大家认识到预防体系
是建立在众多基础学科上的科学, 是不断发展的科
学; 三是提升各层次员工特别是食品安全小组成员
和执行层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真正推动全员参与; 四
是加强对人员的管理, 成为当今风险控制体系的重
中之重, 如“毒饺子”事件的发生。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是从“农田到餐桌”不间断食

品供应链的一个环节, 供应链的变化必然要求预防 
体系的改变, 应及时判断及时调整。同时, 预防体系
也是不间断食品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 每一个预防
体系都是传递给下一个预防体系的一个信任。如美国

水产品 HACCP教程中提到, 二级生产商应信任初级
生产商产品的安全, 同时传递给三级生产商或消费
者的产品也应是安全的[5]。因此, 与其说预防体系传
递的是安全食品, 倒不如说是传递的一种信任。 

5.4  向出口方传递信任 

建立预防体系是国际贸易发展的要求, 是食品
法典委员会(CAC)建立通则的目的, 它是各成员方建 

立预防体系的基础, 是国际食品预防体系互认的前

提[6]。随着食品贸易的国际化, 不管是食品安全管理

水平高还是管理水平低的贸易方都在积极的推动预

防体系的应用, 目前我国在某些食品领域的预防体

系已得到越来越多贸易方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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