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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上午，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会
议介绍，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建
立了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将食品
企业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四
档，并据此确定检查频次、内容和
方式。食品生产经营点多面广，
食品安全问题隐患复杂，经常导
致日常监管出现滞后与不足，基
层监管力量虽然时刻警惕，但各
种问题依然“按下葫芦浮起瓢”。

因此，强化预防为主、风险管
理的理念，是目前国际上食品安
全管理领域的普遍认同与遵循准
则。《食品安全法》规定了食品安
全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
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
着力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管制
度。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如
何将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处

置有机结合起来，科学有效地防
范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不断提
高食品安全全链条的治理能力和
水平，是亟待不断解决与优化升
级的重要问题。日前，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的加强食品安全领域企
业风险分类管理举措，推动食品
风险分级与信用风险分类有效衔
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确
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即是十分
有效的管理创新。

食品风险分级管理主要是指
在风险分析的前提基础上，根据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经营业态，
生产经营规模、食品类别、管理制

度、安全管理能力与实际运行情
况，根据风险评价指标，对食品生
产经营者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根据当地监管能力和监管资
源，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分
级管理。在食品风险管理中，风
险等级评估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企业进行风险等级监管的重
要基础，可以确保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的风险监管工作有效实施。

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评
估与信用评价，有利于督促食品
生产经营者做好食品安全管理，
有效消除食品生产、加工、运输
和经营过程中的问题；有利于监

管部门通过细化各项风险指标，
深入分析、排查可能存在的风险
隐患，提升监管的靶向性和精准
度，提升食品安全风险量化控制
水平，让监管走在风险之前，防
患于未然。

风险分级管理高效推进，
需要开展风险评估，科学划分
等级；级别动态调整，实施精准
监管。也需要强化监管能力体
系建设，比如实施日常监管网
格化，实施监督执法标准化，实
施监管手段信息化等等。但值
得注意的是，在食品安全风险
等级评估中通常会更加注重对

企业生产规模和食品特性的评
估，从而导致大型企业评估风
险等级通常会比小型企业的风
险等级更高，但大型企业中其
生产条件与管理机构相对比较
完善，其风险度并不一定会绝
对高于小型企业。因此，在食
品风险等级管理中应确保项目
评估指标具有科学性与合理
性，评估人员自身业务素质水
平具有专业型和公正性，避免
因评估体系不适应具体情况或
者人员操作不到位等因素导致
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发生偏
离，或产生误导。

总之，推行食品风险等级管
理，就是要使失信者、失信企业在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同时，充
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确
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市场监管总局：

加强食品安全领域企业风险分类管理
本报综合 2月15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
会，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蒲淳介
绍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
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有关情况。

食品领域严重违规企业
将受信用惩戒

出席发布会的市场监管总
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汉在发布
会上介绍，在食品安全领域，目
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了四级
的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将食品企
业的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四
档，并据此确定检查的频次、内
容、方式。

“面对超大规模的市场、天量
的监管对象，借助信用手段提升
监管效能，保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已经成为我们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开展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共
识和有力抓手。”王铁汉说。

王铁汉表示，对于食品安
全领域的信用监管，市场监管
总局始终高度重视，先后开展
了信息归集公示、信息档案建
设、信用联合惩戒等重点工作，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在食
品安全风险分级和“黑名单”制
度等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
索，为信用与食品安全监管深
度融合积累了一定经验。这次
《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
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理念
和方式拓展到市场监管各个业
务领域，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好信
用对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主体责任落实会更
加到位。信用风险分类的结果
共享共用，数据库里汇聚了多
个条线、多个部门、多个数据，
能让失信企业无处遁形，倒逼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化主体责
任的落实。

第二，监管更加精准高效。
根据信用风险的分类结果，靶向
发力、直击失信者的痛点，把有

限的监管力量更多集中到风险
较高以及违法失信的主体上。

第三，市场秩序更加公平诚
信。对守信者树先进、强褒奖，利
用市场机制作用放大诚信企业的
口碑效应，实现优胜劣汰。

进一步推动食品风险分级
与信用风险分类有效衔接

王铁汉透露，目前市场监管
部门将食品企业的风险等级从
低到高分为四档，并据此确定检
查的频次、内容、方式，这与信用
分类管理的理念是一致的。如

对于故意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连续2次
以上监督抽检不合格的，不按规
定进行产品召回或者停止生产
经营的，拒绝、逃避、阻挠执法人
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或者拒不配
合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案件调查
的，一律上调食品安全风险等
级。对于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的企业，直接定为D类。对
信用状况差的企业，市场监管部
门将大幅提高抽检和检查的比
例、频次，一旦发现问题，坚决从
严从重从快惩处。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食品风
险分级与信用风险分类的有效衔

接，对监督检查结果及行政处罚
的信息，全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并对投
诉举报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有
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企
业和个人，实施信用联合惩戒。”
王铁汉说，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准
入、融资、信贷、征信等方面依法
予以限制或禁止，使失信者、失信
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付出
沉重的信誉代价、商业代价。

北京市三方面优化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

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市高度
重视信用监管工作，将信用监管
作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优化
首都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冀
岩介绍说，近年来，北京市市场
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健全完善以
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
制，将认真贯彻落实总局《意见》
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企业信用风
险分类管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
提升北京市场监管治理能力，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一是要建设北京市综合监
管信息系统，全面支撑企业信用
风险分类管理。健全“通用+专
业”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
系，科学调整指标和权重，对企
业实现自动分类、动态调整，实
现分类成果共享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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