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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食品安全标准③

食品安全标准是我国唯一强制执行的食品标准，是保障

食品安全、促进行业发展和保障公平贸易的重要手段，是食

品安全监管重要的技术依据。本期将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标准一室主任、研究员朱蕾，对食品安全标准覆盖

面、标准体系建设及今后的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讲解。

主持人：如何正确认识和应用关于致病菌及污染物限量标准？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一室主任、研究员朱蕾

主持人：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
些成效？

朱蕾：首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食品安全标准
在整个食品安全工作当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食品安全标准
是我国唯一强制执行的食品标准，是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行业
发展和保障公平贸易的重要手段，是食品安全监管重要的技
术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食品安全法》赋予的法定职能，
依法管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工作。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经过各方努力，在整个“十
三五”期间，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工作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主要
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标准体系更加完善。截至目前，我
国共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366项，包括通用标准、产品
标准、生产规范标准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标准，这四类标准
有机衔接、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管控不同的食品安全风险，
能够涵盖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食品类别和主要的健康危害因
素。应该说，目前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能够初步构建起覆盖从
农田到餐桌、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个体系。

二是标准管理的制度和审查机制进一步完善。我们成立了第
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优化了标准审查程序，发布
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章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工作
程序手册》等文件，建立了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制度和工作
体系。这是关于标准的审查制度和工作程序方面。

三是更加注重标准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的有
机衔接。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科学性进一步增强了。根据《食
品安全法》的要求，食品安全标准应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我们
能够利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制定修
订食品中污染物等重要的健康危害因素标准——刚才王君主任
也提到了相关的标准——进一步夯实标准科学基础。

四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与宣贯工作进一步强
化。落实了标准跟踪评价制度，创新了标准跟踪评价模式，将
标准跟踪评价与宣贯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了标准跟踪
评价结果在标准制定修订中的作用。

五是我们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标准的制定。作为国际食品
添加剂法典委员会和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委员会的主持国，以及作为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亚洲区域协
调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是逐步增强的。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成效显著，为“十四五”期间的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朱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
为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应该说，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工
作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
对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范围的要求。

对于大家关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覆盖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一
下：一是在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主要健
康危害因素方面，目前现行标准规定的
内容覆盖了食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如
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
弧菌等）、化学污染物（如铅、砷等重金
属）、真菌毒素（如黄曲霉毒素）、放射性
物质（如碘131）等天然危害。还有是天
然危害之外的人工造成的有害因素，包
括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食品
接触材料里的添加剂、农药残留、兽药
残留等人为使用的物质。

这是两部分的健康危害因素，一个
是天然危害，一个是人为产生的危害物
质，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可能
是老百姓更为关心的，也跟大家的切身
利益相关的，就是日常老百姓在我们国
家市场上所消费的食品类别，我们国家
的标准是不是能够全部覆盖呢？这是大
家常常问起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

们目前的食品安全标准能够基本覆盖
我国市场销售以及老百姓消费的主要
食品类别，覆盖面能够达到90%以上，
还是比较广的。比如通用标准已经能够
涵盖食品行业生产和居民消费所涉及
的初级农产品、加工制品等所有食品类
别，覆盖面还是非常广的。比如通用标
准《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
2013），针对肉制品、水产制品、即食蛋
制品、粮食制品、即食豆类制品、巧克力
类及可可制品、即食果蔬制品、即食调
味品、坚果制品等共11大类食品设定了
致病菌限量要求。

另外两项非常重要的标准，称为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
2014）以及《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0-2012），这两个标准结合
食品来源和食品加工两方面的特点，对
乳及乳制品、脂肪和油、冷冻饮品、水
果、蔬菜、豆类、食用菌、藻类、坚果及籽
类等16大类、354小类的食品规定了食
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要
求。因此，可以总结说，我国现行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基本能够全面覆盖各类
食品中的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因素，能
够较好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健康。

主持人：“十四五”期间食品安全标
准重点工作有哪些？

朱蕾：为实现到2035年食品安全标
准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整个“十
四五”期间，我们将重点开展几方面食
品安全标准工作：

一是加强食品安全标准规划顶层
设计。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
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
略目标，通过制定最严谨的标准，提高
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食品安全风险
控制能力，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
障水平。

二是深入贯彻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原则。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要基于风险
评估的结果，采用我们国家自己的膳食
暴露和食品污染数据，经过科学评估并
考虑标准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进一步发
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的作用，以及
食物消费量调查和总膳食研究资料的
基础作用，完善风险评估的技术，为食
品安全标准制定提供科学的支撑。

三是系统开展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评估。开展好对现有标准的跟踪评价，
从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三个方面对
各类标准开展系统评估，能够及时发现
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调整和完善。在此基

础上，我们建立科学客观的标准评价指
标体系，评价标准在保护消费者健康、
促进行业发展、影响食品国际贸易等方
面发挥的作用。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模
型，了解标准实施后获得的健康保护、
产业发展等社会经济效益和标准实施
成本之间的关系。

四是在“十三五”工作基础上，我们
还要继续积极参与全球食品安全治理
活动。充分发挥我国担任两个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主持国的作用，向全球食品
安全治理活动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
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基础数据对外分
享机制，加强对国际标准的引领和参
与。履行好中国作为国际食品法典亚洲
区域协调员的职责，与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粮农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开展深
入合作，推动亚洲区域国家食品安全能
力建设和标准协调。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希望在“十四
五”期间能够实现从农田到餐桌、从生
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最严谨的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基本建成并得到有效实施，食
品安全标准在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促进
产业发展方面的基础作用能够得到充
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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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覆盖面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