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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食品安全抽检制度下的抽检盲区、遗漏及解决办法研究

【摘要】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检验直接影响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 因此，要尽可能拓通扫除监督抽检盲区，减

少监督抽检遗漏。笔者在法律、法规、抽检制度、食品分类体系层面，在抽检计划、抽检考核制度、企业恶意行为等方面分

析了可能产生的抽检盲区和抽检遗漏，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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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逐渐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

重要技术支撑。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1 年 31 省共计抽检 1050822 批次产品，检

出不合格样品共计 18340 批次，总体不合格率为 1.75%，

较 2020 年的 2.31%，问题发现率有所降低。但在“史上

最严”食品安全法顺利实施的背景下仍存在诸多行业乱

象和食品安全问题。笔者认为，监管工作量大是原因之一，

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制度仍存在较多盲区、在实际抽

检过程中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抽检遗漏。本文就存在的

监督抽检盲区和遗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建议。

1  法律、法规、标准规定下的盲区

（1）《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中第十五条规定，

抽样人员现场抽样时，应当记录被抽样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营业执照、许可证等可追溯信息。《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1] 也规定有企业具有相关法定

资质，及资质允许生产经营的类别等是开展监督抽检的

前提。实际上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餐饮环节、网络

环节抽检中，因无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无法抽检情

形大量存在，及工作规范规定的不予抽样的情形亦时有

发生，造成抽检盲区。

法律、法规规定下的盲区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

一类是有门店的小作坊、小经营店。以大桶水为例，

社区已广泛存在送气送水专营店，但大量门店只办了营

业执照，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类似情形在肉制品（酱卤

肉制品）、糕点、水产制品（即食）、豆制品等类别小

作坊、门店产品抽样时经常出现。

一类是无门店的流动食品经营摊贩，初级农产品加

工场所，无照无证，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和产业规模，在

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尤其在农贸市场。《食品安全

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对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排除

了流动食品经营摊贩的。

一类是不予抽样情形 6 种中抽样基数不符合要求，

及其他情况也时有发生。如休闲食品酱卤肉制品（如酱

板鸭、卤牛肉），商家分别上架同一品牌不同口味少量

供消费者选择，而抽样量需 2.5kg、8 个独立包装以上，

抽样人员往往为查找同一口味花费大量时间，大多最终

不得不放弃。类似情形还包括乳制品中巴氏杀菌乳、水

产制品（如麻辣鱼仔）、固体饮料（奶茶）等。

（2）并不是所有的“三小”食品都可以找到恰当的

执行标准，以及客观的食品安全指标要求。如微生物指

标要求、土作坊带入的杂质、非法添加、有害物质残留

等，难以主观纳入已有的成熟工业加工品的标准体系中。

标准的缺失，造成检验结果难以判定或容易引发争议，

导致缺失监督抽检，形成抽检盲区。

（3）解决办法建议：①完善法律法规，落实便民办

证措施，证照应办尽办，夯实监管责任，坚决查处无证

照行为；②《食品安全抽检检验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

定，风险监测、案件稽查、事故调查、应急处置中的抽样，

不受抽样数量、抽样地点、被抽样单位是否具备合法资

质等限制，因此，监督抽样组执行监督抽样计划时，兼

顾执行风险监测任务，并在抽检过程中充分担当食品日

常监管线索发现者，使食品安全隐患被尽早识别；③某

些抽样环节的某些产品的抽样基数视抽样实际进行调整，

如，目前 2022 年抽检细则对大米等产品在流通和餐饮环

节的抽样基数上已由 2 个独立包装调整为 1 个；④有些

专家对食品溯源要求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对部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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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的已开封的食品抽样，可不登记生产者信息，

由后续不合格处置单位通过调查追溯，这些意见可进一

步研究，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2  抽检制度的盲区和遗漏

2.1  《细则》规定的各抽样环节存在的盲区和遗漏

（1）生产环节使用的预包装食品原料未规定要监督

抽样。如米粉企业采购的湖南重点监管的原料大米、酱

腌菜加工企业采购的农户提供的无包装初级农产品原料

（有些实际是工业加工食品）等，均无法适用《细则》

1.4.2“抽样方法及数量”中“生产环节抽样时，在企业

的成品库房”生产的产品，及“流通环节抽样时，在货架、

柜台、库房或网络平台抽取同一批次待销”产品。

（2）流通环节的不同产品、不同口味、不同生产日

期、不同批次统装在一个混合大包装的复合型产品，现

行抽样制度、抽样《细则》均未规定此类产品应如何抽样。

如零食混装、礼品套装产品等，特别是该类的网络食品，

已形成钻制度空子，规避抽检的行业普遍做法，形成了

抽检盲区。

（3）餐饮环节自制的，或连锁餐饮业自制统一配送

的无包装产品等是否适用餐饮食品及检验项目时，《细则》

不是很明确。如熏腊肉、腊禽肉等。

（4）网络餐饮食品，目前《细则》未规定可行的抽

样地点、方法及数量。

（5）《细则》未包括部分新出现的食品。如乳制品

中只涉及牛（羊）乳为原料的乳制品，未包括驼奶等。

2.2  解决办法建议

（1）尽快相应完善《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实施细则》，

如明确生产企业原材料、套装及混装产品的抽样方法及

数量，同时规范抽样文书、检测报告关于这种情况的描

述说明。

（2）各地根据承检资质能力实际情况、检验方法标

准、复检需要量等，在制定抽检计划时详细规定抽检产

品类别、产品细类和监督检验项目，并根据项目检测需

要充分利用微生物检验完毕的样品进行理化检测，最大

限度减少样品规定量。

3  抽样人员对食品分类体系、食品标签里的产品

标准的认知水平、态度造成的抽检遗漏

3.1  食品分类体系现状

食品分类体系是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基础，是

被抽检产品合格与否的判定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或者产品标准中的限量依据。在判定标准中，不同类别

的食品，限量往往差别较大。目前，《食品生产许可管

理办法》、食品安全标准中、部分行业标准、《国家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等存在几种食品分类 [2]，在

实际抽检过程中，这几种分类不尽相同。以“薯类和膨

化食品”中的“膨化食品”为例，生产许可的分类为焙

烤型、油炸型、直接挤压型、花色型，而《细则》的分

类为含油型膨化食品、非含油型膨化食品。

3.2  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相关规定现状

现行 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中第 4.1.1 章标示内容未对标示食品类别特别

是细类作出强制要求，而部分产品标注的执行标准代号

不能准确判别食品细类。如 GB2726 熟肉制品、GB14884 

蜜饯等，企业标准代号更不具备这方面功能。

3.3  抽样人员认知水平、态度造成抽检遗漏

由于一些客观条件限制，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人员大

都承受着较重的工作强度和较大的工作压力，也并没有

接受良好的工作前培训，特别是第三方机构抽检人员无

行政执法权，缺乏食品安全风险意识，食品安全问题为

导向意识，在不能直观判别食品类别特别是细类的情况

下，为了保证能最小成本地尽快完成被委托的抽样任务，

抽样人员往往为防错、规避风险，采取选择性抽样。如

更多地集中在批发市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样品

集中的场所，更多地抽取了一目了然的企业样品。

3.4  解决办法建议

（1）建议修订 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增加“食品细类”强制标注要求。目前

已有较多大型企业如双汇的肉制品，一些企业的蜜饯类

糖果制品、乳制品等已进行了具体标注。

（2）尽早建立健全依据明确、层级清晰、统一全面

的食品分类。

（3）现阶段仍需提升抽样人员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

质，细化编制各类样品的抽样方案。

（4）严格“监督抽检分离制度”，组建由市场监管

部门牵头，各检测机构人员加入的“综合抽样组”。

4  抽检计划引起的遗漏

4.1  抽检计划制订现状

（1）计划不符合当地饮食结构 [3]。部分地方抽检计

划制订未详细调研，片面依照别地抽检问题反应多等情

况，制订了不符合当地饮食结构的计划。如依照河南烧鸡、

浙江金华火腿情况，制定流通环节熏烧烤肉制品、发酵

肉制品计划。

（2）制订餐饮环节食品抽样计划时，只计划食品大

类为餐饮食品。鲜少同时制订外购预包装原材料计划，

如预包装火锅调味料、汉堡店专用汉堡面包等计划。

（3）专项抽检计划精确到食品细类（四级）。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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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制定养老机构专项抽检计划时，为突出靶向性，

未考虑速冻米面制品等其他食品，制定了单一餐饮自制

发酵面制品的包子、馒头计划等。

（4）夜间市场存在大量的烧烤、冷饮等食品，鲜少

制订与此消费相符的计划。

4.2  抽检计划不合理造成的抽检遗漏

上述不合理计划易导致偏离当地地方特色，抽样人

员在当地大型超市都抽不到样，或因不能按餐饮自制食

品对待而放弃可抽样品，或因太局限、抽不到专项抽检

计划的产品，或缺失夜间消费产品抽检等等，造成可以

覆盖而未能覆盖的遗漏。

4.3  解决办法建议

合理实际制定抽样计划，适用是关键，需充分调研，

并尽可能同一产品和餐饮食品、学校周边计划、护老专

项行动等计划同时下达。

5  现行抽检考核制度、任务紧迫性促成的遗漏

5.1  现行抽检考核制度、任务现状

（1）从 2018 年开始将“问题发现率”作为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质量考核的主要指标。在以问题导向原则，

加强“靶向性抽检”方面，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采取了大

量措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监督抽检合格率”和“监

督抽检批次”为政绩考核指标 [4] 的弊端。但政绩观仍使

得上一年度监督抽检合格率对下一年度监督抽检批次仍

具有正向影响，因为“抽检不合格率”高，会影响当地

企业信誉，从而影响地方 GDP。

（2）抽检机构内部考核抽检成本对监督抽检批次具

有负向影响，在预算约束一定的条件下检测成本较高的

食品种类被抽检的概率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发现其中问

题食品的能力即监督抽检效率降低。

（3）随着近年来食品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别

是流通环节中，抽检任务和时间相对集中，食品安全监

督抽样显现紧迫性、抽样人员压力较大。

5.2  促成的遗漏

因上述状况，在实际工作中，抽样人员往往偏重于

短时间内完成抽样任务，抽样的地点基本固定在批发市

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样品集中的场所，对于一

些偏远且分散的场所覆盖不足，如小作坊、小杂食店；

同时因任务太过紧迫，对季节性生产销售的食品或存在

季节性质量安全风险的食品覆盖不足，并易出现重复抽

检及抽检遗漏。

5.3  解决办法建议

（1）抽样实施细则和抽检计划往前研究，利用抽检

大数据优势，根据食品消费量、企业规模及食品品种数量、

不合格食品品种、不合格项目、不合格环节等因子赋予

不同权重，并结合日常监管、稽查办案等数据，通过科

学的算法制定一年度的计划，尽早出台。

（2）对于不同环节危害影响因素差别不大的样品，

可以考虑在单一环节抽样，减少重复抽检。

（3）每月初，制定月度抽检实施方案，合理均衡安

排各月各季任务及节令性食品监督抽检任务，避免出现

集中抽检、突击完成任务的现象。

（4）在以问题导向原则，加强“靶向性抽检”方面，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措施，如要求抽样过程

深入企业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渠道，针对性抽检。增

强考核多元性，提高问题食品发现率、提供执法部门线

索处置率、兼顾执行风险监测任务量等考核比重。

6  食品企业恶意逃避引起的遗漏

（1）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由于部分企

业和商家缺乏较高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往往会出现

不配合抽检甚至拒绝抽检的现象 [5]，造成了抽检遗漏。

（2）解决办法建议：①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实施“全

覆盖”检查。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6]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每两年对本

行政区域内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②监督抽检过程如企业恶意逃避、拒抽，抽样人员应及

时反馈、固定证据和依法严厉处置。

7  结束语

食品涉及面广且环节多，难以全面监督抽检。但食

品安全监督抽样直接影响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

性，因此，要尽可能拓通扫除抽检盲区，减少抽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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