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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食品安全法》已于今
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规
对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
出了新的更加严格的要求。国
家质检总局表示，将全面贯彻
《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健全完善
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努力
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

一、直面四个挑战，应
对“新常态”

近年来，贸易全球化不断发
展，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食
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面临
新的挑战，我国进出口食品安全
监管也呈现出独特的“新常态”。

第一，进出口食品贸易增长
迅速。2001-2014年，我国进出
口食品农产品贸易总额从279.0
亿美元增长至1928.2亿美元，增
长了6.9倍。其中进口食品农产
品贸易额从118.3亿美元增长至
1214.8亿美元，增长了10.3倍；
出口食品农产品贸易额从160.7
亿美元增长至713.4亿美元，增
长了4.4倍。自2011年起，我国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农产品
进口国，进口食品增长态势仍将
持续，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愈加重大。

第二，全球食品供应链愈加
复杂。贸易全球化、区域一体化
发展，使食品供应链从本地化为
主向全球化方向发展，食品原料
生产、成品加工、运输储存等各
环节早已超越了国界，我国食品
产业也呈现出“出口全世界、进
口五大洲”的“新常态”，保障进
出口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愈加
严峻。

第三，全球性食品安全问题
多发。受全球经济复苏疲弱、消
费市场低迷、生产成本持续提高
等因素影响，一些食品企业为了
维持利润，减少了对质量管理的
投入，全球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甚至一些全球知名食品企业和

以食品安全着称的国家或地区
也曝出食品安全丑闻，食品安全
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
战，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任务愈
加艰巨。

第四，非传统性食品安全问
题突显。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不断
涌现，国际贸易正向个性化、碎
片化方向发展，引发出一系列非
传统食品安全问题。农业生物
技术的发展，使转基因食品安全
问题成为全球热点；信息技术革
命，催生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产
生，但也由此带来新的食品安全
问题，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方式
创新愈加迫切。

二、遵循四项原则，迎
接“新挑战”

新《食品安全法》按照“预防
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和社会
共治”的四项原则，对进出口食品
安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新要求，
检验检疫部门面临“新挑战”。

第一，更加突出生产经营者
质量主体责任。新《食品安全
法》明确规定进口食品的进口商
及其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和出口
商是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的第一
责任人，应当保证向我国出口的
食品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进口商
应当建立对境外出口商和生产
企业的审核制度，审核不合格
的，不得进口其产品。

第二，更加强化进出口食品
安全监管责任。新《食品安全
法》明确规定，出入境检验检疫
部门负责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进一步强化了检验检疫部
门的监管责任。对监管责任不
力的，也做出了严肃问责的规
定。同时，还要求检验检疫部门
与相关部门建立通报联动机制。

第三，更加严格进出口食品
安全监管措施。在进口食品监

管方面，要求对输华国家或地区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评估审
查，对境外输华食品生产企业进
行注册，将对进口食品监管从境
内延伸到境外源头。在出口食
品监管方面，要求对出口食品实
施监督抽检，保障符合进口市场
的要求。

第四，更加严厉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对进口食品的进
口商未履行对境外输华食品生
产企业和出口商审核义务的，未
建立进口和销售记录的，对存在
风险的进口食品未履行召回义
务的，做出了更加严厉的处罚规
定。

三、落实四个最严，构
建“新体系”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
指示，质检总局按照新的《食品
安全法》的要求，建立了既符合
国际惯例、又科学严格的进出口
食品全过程监管体系，有效地保
障了进出口食品安全。

第一，建立完善的进出口食
品安全法规体系。一是加强进
出口食品安全监管顶层设计，建
立完善的进出口食品法规体系；
二是制定《输华食品国家或地区
食品安全体系评估管理办法》、
《进口食品口岸分级管理办法》
等一批新的规章制度，细化新的
《食品安全法》；三是加强基层执
法人员培训力度，严格执法，提
升进出口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四
是积极宣传《食品安全法》，开展
进出口食品安全社区行等活动。

第二，建立最严格的进出口
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在进
口方面，建立覆盖进口前、进口
时、进口后三个环节的全程监管
体系。一是进口前严把三道
关。严把对华出口食品国家和

地区“准入关”，不符合要求的，
不予准入。2010年至今，对61
个国家或地区的62种食品进行
了体系评估，对符合我国要求的
25个国家或地区的14种食品予
以准入。严把境外输华食品生
产企业“注册关”，不符合要求，
不予注册。截至2015年9月，对
15144家境外输华食品生产企业
准予注册。严把输华食品进出
口商“备案关”，截至2015年9
月，对 96983家境外出口商和
23931家境内进口商实施备案。
二是进口时严格分类监管。组
织专家采用风险评估模型，利用
检验检疫大数据，进行进口食品
风险评估，对高风险食品实施针
对性的严格监管，提高监管科学
性、有效性。三是进口后加强事
后监管。建立进口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信誉记录制度，严格处罚
有不良记录的生产经营企业。
截至2015年9月，将57家境内外
企业列入不良记录企业名单，采
取了加严检验检疫措施。2015
年10月1日，启动了进口食品进
口和销售记录信息平台，要求进
口商严格填报进口和销售记录，
初步建立了中国进口食品追溯
体系。截至目前，填报进口记录
20万条，销售记录50万条。在
出口方面，也建立了覆盖出口食
品原料生产基地备案、生产加工
企业备案、出口前成品检验三个
环节的全过程出口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截至2014年，备案出
口食品原料基地1万余个，备案
出口食品加工企业1.3万余家，
建立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188个。

第三，建立科学的进出口食
品安全支撑体系。一是成立第
二届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专家
委员会，参与我国进出口食品安
全决策。二是成立质检总局进
出口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开展进
出口食品检验检疫风险评估，制
定科学有效的监管措施。三是

建立境外输华食品国家或地区
食品安全体系评估和审查的专
门队伍，切实履行好对境外生产
企业和出口商的监管。四是利
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创
建“智慧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
全面提升我国进出口食品安全
治理能力。

第四，建立紧密的食品安全
国际共治新格局。在贸易全球
化背景下，保障全球食品安全已
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角
戏”。我们倡导“食品安全，国际
共治”，首先就是要积极参与食
品安全国际事务，要在国际组织
中发挥作用，积极推动多边食品
安全国际合作，共同遵守国际规
则。其次就是要加强政府间合
作，履行好与60多个国家或地
区签署的200余个食品安全合
作协议，各负其责，共同解决全
球食品安全问题。最后就是要
加强政企合作，深化与行业、企
业的沟通与互动，推动行业自
律、企业履责，共同保障进出口
食品安全。

通过多年努力，国家质检总
局在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方面
取得了显着成效，多年来未发生
重大进出口食品安全问题。
2010年至2015年9月，各地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共从来自11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食品中
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1.39万批
次、7.71万吨、1.73亿美元，几乎
涉及所有食品种类。对以上不
合格的进口食品，口岸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均采取了退运或销
毁等措施，未进入国内市场，有
力地保障了我国消费者健康和
安全。

下一步，国家质检总局将以
实施新的《食品安全法》为契机，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以从严的
决心、从严的标准、从严的举措、
从严的处罚，切实履行好进出口
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努力保障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新《食品安全法》下如何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

本报讯 张勇 记者近日获悉，北京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日前向各网络食品交
易（含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布
《网络食品交易（含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
依法提供平台服务的提示》。

该局在提示中表示，《食品安全法》第
六十二条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
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
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入
网食品经营者有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应
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
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
台服务。

在本市提供网络食品交易的第三方
平台应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北京市
食品安全条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和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有

关规定，履行法律义务。
第三方平台应当建立并执行入网食

品经营者主体审查登记制度，严格审查入
网食品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仍
在有效期内尚未更换新版食品经营许可
的《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
证》），网络食品经营范围应与许可证核准
的一致。

第三方平台应当建立在其平台内的
食品经营者档案，记录其主体资质、地址、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第三方平台
应当明确进入平台的食品经营者食品安
全管理责任和义务。第三方平台应当建
立信息检查制度，对平台内食品经营者违
法行为，并及时发现、制止、报告和停止提
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北京市食药监局表示，2015年10月1
日以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第
三方平台在提供平台服务中违反《食品安
全法》等有关规定的，将依法予以查处。

国家质检总局解读：

网络食品交易（含网络订餐）
第三方平台依法提供平台服务的提示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