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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机构在中小型食品企业应用 HACCP体
系过程中的作用探讨 

张建彬 
(邢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摘  要：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由于受专业技术等方面因素的制约, 在建立 HACCP管理体系过程中存在着较多

的问题, 许多问题往往通过自身难以解决。各类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拥有人才、技术、信息优势, 在实施监

管的同时, 应履行帮扶职责, 逐步提升中小型食品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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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 管理体系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
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应用
领域越来越广泛, 其在促进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提升
食品安全质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本人多年的工作实践来看, 大型食品企业所

建立的 HACCP体系相对比较完善, 且能得到有效运

行, 而中小型食品企业在建立 HACCP管理体系的过

程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缺陷较

多,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  中小型食品企业在建立 HACCP 体系过

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1.1  企业管理层对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识

不足 

食品企业导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更重要的在

于控制自身食品的食品安全危害, 向消费者提供更

加安全的食品, 这是导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最根

本目的。在工作中我们发现, 许多中小型食品加工企

业引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目的不是从食品安全控

制角度出发, 而是为了公司对外宣传和产品销售的

需要, 有的纯粹就是为了为了获取一张认证证书。如

果一个企业的管理层思想认识不足, 领导不重视, 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在建立和实施过程中也就会流于形

式, 食品安全危害控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1.2   缺乏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 

中小型食品企业大多都不在城市, 地理位置相
对偏僻, 生活、文化、交通等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差, 难
以聘请到高水平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即使刚毕
业的大学生也不愿意去。有的企业, 专业技术人员更
迭频繁, 如同走马灯。另外, 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老板
由于自身能力较低, 往往意识不到专业人员的重要
性, 缺乏主动引进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再者, 一
线员工多为当地农民, 文化水平不高, 在接受科学的
管理模式和学习先进的食品加工工艺方面难度较大。

种种客观因素的存在, 使得许多中小型民营出口食
品加工企业的员工素质普遍较低。这类企业在导入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时, 针对生物危害、物理危害和化学
危害的分析、控制, 显得一筹莫展。 

有些中小型食品企业在体系建立之初, 聘请专
业技术人员为其实施危害分析, 帮其制定有效的预
防控制措施, 这是一个好的办法。由于企业的生产情
况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外聘的技术专家却都是临时
性质的, 或者说技术专家的服务更多都是一次性的。
面对生产活动出现的新情况, 食品企业往往由于不
能及时得到技术专家的指导, 认识不到食品安全危
害的变化情况, 直接导致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无法有
效运行。 
1.3  违规认证机构扰乱食品安全认证市场 

个别认证机构降低认证审核标准。有的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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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单纯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 在审核时降低认证
标准, 使得本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资格的
企业获取了认证证书, 一方面扰乱了食品安全管体
系认证市场, 另外一方面使得获证企业存在侥幸心
理, 不思进取。有的认证机构本不具备咨询资质, 却
与企业签订“咨询+审核”的一揽子协议, 审核人员
帮助企业做咨询工作, 实际上就是帮助企业编造虚
假记录, 掩耳盗铃。 

审核员缺乏专业知识。有的认证机构的审核员, 
缺乏食品微生物等食品安全专业知识, 在审核过程
中只是“比葫芦画瓢”。针对生产活动, 有的审核员
无法做出自己的危害分析判断, 对企业做出的危害
分析无法验证其科学性, 审核质量没有保证。 

审核员缺乏生产实践经验。根据我们多年来在认

证有效性执法检查中发现, 部分认证机构的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审核员没有食品生产工作经历, 有的是
来自科研机构, 有的来自检测机构, 还有的是从各级
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的。在审核过程中, 他们一味追
求审核的便利化和形式化, 而忽视了生产企业的实
际情况。有的审核员在对企业的危害分析进行验证时, 
往往把在其他企业所看到的“某种危害”强加到另一
个同类企业中去。有的审核员不清楚各种管理体系之

间的相通性, 不考虑企业已经编制且并在实施的其
他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如 ISO9001), 而硬性要求企业
单独编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导致一个企业
有多套体系文件并存, 明目繁多, 而且多套文件在许
多方面还有矛盾之处, 令企业人员无所适从。企业的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本是规范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活动

的, 可在某些审核员眼中, 却成了为审核的需要而编
制, 脱离了文件化质量管理体系的根本宗旨。 

2  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在中小型食品

企业建立 HACCP 体系过程中应发挥积

极作用 

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大多位于农村或者城郊结

合部, 企业的发展能带动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升
农民的经济状况, 其作用是很大的。中小型食品企业
自身本有发展的需求, 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存
在, 其发展能力受到制约, 尤其是在食品安全管理方
面存在较大隐患, 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为了促进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的健康发展, 提
升产品质量,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各类政府监管机构

应从实际情况出发, 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发挥政府机
构的作用。 

2.1  发挥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人才、技术、

信息优势 

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拥有许多食品安全专业

技术人员, 这些人员长期从事一线监管工作, 熟悉食
品安全管理理论, 了解企业和产品情况。建议各地政
府食安办综合协调各部门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 
建立食品安全专家数据库, 发挥食品安全专家的整
体优势, 积极履行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帮扶责任和义
务。一是, 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全面实施培训, 
包括食品企业良好操作规范、HACCP原理、食品微
生物、质量管理等专业知识, 全面提升各个部门食品
安全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二是, 由政府食品安全办
公室牵头, 发挥专家优势, 为中小型食品企业开展系
统性的层级培训, 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质量管理
体系、质检、化验、生产等, 为企业培训一批能基本
适应自身生产需要的员工队伍；三是, 开展食品安全
“会诊”服务, 将服务真正融入监管之中, 发挥食品
安全监管人员的技术优势, 定期对中小型食品企业
所建立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验证, 帮助其分析
食品安全危害, 帮助企业完善食品安全危害的预防
控制措施, 确保中小型食品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能
持续、有效运行, 这是解决中小型食品企业食品安全
隐患的有效途径之一。 

2.2  探索认证有效性执法检查新模式 

国家认监委推动的认证有效性执法检查已经开

展多年, 许多违规认证行为被制止, 有力地促进了中

小型食品加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效果

明显。但是根据本人多年的工作经验发现, 认证有效

性执法检查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是, 由于地方两局(质监局和检验检疫局)在认证执

法领域的责任不清, 互相之间缺乏沟通, 导致地方两

局在认证执法检查活动中存在交叉行为和缺位情况, 

有的认证企业被两部门重复检查, 而有的认证企业

多年也无人问津；二是, 地方两局各自为战, 导致执

法水平不一, 脱离了公平、公正原则；三是, 部分认

证执法检查人员缺乏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知识, 对

审核程序、审核依据掌握不全面, 无法有效验证企业

所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在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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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认监委出台相关规定, 要求地方两局
建立认证有效性执法检查联系制度, 成立联合执法
机构, 整合地方两局执法资源, 统一开展认证有效性
执法活动；对地方两局执法人员实施统一培训, 明确
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 确保认证有效性执
法检查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是中国食品行业中的一支

很重要的力量, 其在农产品初加工及小食品加工领

域有着广阔的前景, 尤其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帮助
农民致富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面对中小型食

品企业普遍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 单纯依靠企业自
身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跨越, 政府监管机构不能采取
简单的封堵措施, 而应该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提供
帮扶服务, 履行帮扶责任, 帮助企业完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 逐步提升中小型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质量
管理水平, 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