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I 分析：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概要分析 

 

2016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在互联网

上发布了《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下面北

京正智远东（OCI）公司向您快速扼要的介绍一下此次五年规划的突出要点。 

 

 制定依据 

此次《规划》的制定不仅仅依据了最新的《食品安全法》，还参考了今年 10

月 25日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这将我国的食品安全带入了一个

15年长期统筹的战略布局中，并与国际食品安全相接轨。 

 

 现状 

如果说“十一五”规划反应出我国食品安全刚刚起步，“十二五”规划对过

去五年存在问题的描述就好比小马过河的故事，食品安全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同时

也暴露出很多不足的地方，那么到了“十三五”规划发布，我们可以看到国家、

社会各阶层、全民对待食品安全由忙碌的应对安全问题，逐渐转变成了积极的迎

向人民对于食品营养安全需求日益提高的挑战。这反应了我国食品安全意识的迅

猛发展。 

 

 “四个最严” 

在“十三五”规划中，国家卫生计生委把习近平总书记于去年 5 月 29 日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提出的“四个最严”纳入了此次五年规划的指导思

想当中，“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作

为普通消费者，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对待食品安全问题一丝都不放松的可喜的变化，

而 OCI作为食品行业内合规服务人士，这意味着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梳理，

大量新的知识等待着我们去吸收理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基本原则 

http://www.nhfpc.gov.cn/sps/s7885/201611/8c904a4efdb44bbca8d10d8d55f28a53.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25/c_1119785867.htm


食品安全作为民生民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配合了党中央的全面依法治国的

总目标。此次《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将食品安全工作的法制化列到了首位。 

 

 发展目标 

在过去五年的工作中，食品安全的工作者们总结了大量工作经验，他们将发

展目标的制定整合为：“1. 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2. 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能力；3. 推进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4. 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5. 加强

人才培养和信息化建设。”五大项目，并且我们要以扎实的数据说话：“十三五规

划”将完成“30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重点建设 7 个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与标准研制核心实验室”；“完成第 6 次全国总膳食研究”；“构建覆盖

24大类食品的食物消费量和毒理学数据库”；“完成食品中 25种危害因素的风险

评估”；“到 2020 年，在全国卫生计生系统打造一支 100 人左右的食品安全技术

领军人才队伍，为省级培训食品安全专业人才 1000 人，为地市级培训 4000 人，

为区县级培训 10000人。” 

 

 主要任务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十三五”规划主要任务确定了三个大项、十一个小项、

七个专栏的工作。OCI 为您梳理了其中与食品技术法规和标准相关的部分： 

“（一）依法履职，统筹做好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 

1．不断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提升标准实用性 

“一是制定、修订 30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针对监管需要和产业现状与发

展趋势，制定修订亟需的基础标准、生产经营卫生规范、配套检验方法和农兽药

残留等标准。重点加强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特殊人群营养

型食品标准，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人群集中供餐食品安全与营养操

作规范类标准的研制。不断提升标准实用性，加强标准制定与监管的衔接。二是

完善标准管理制度。制定公布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实现食品安全标准与“三

新食品”衔接，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衔接，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与进口无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指定标准衔接。三是提升标准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各级卫生计生部

门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平台，完善地方标准，使地方标准成为国家标准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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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标准培训、咨询、跟踪评价工作，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服务监管部

门、行业和企业。四是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基础研究。加强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

物及其他有害因素的监测和抽检等数据在标准制定中的应用。整理完善国家层面

技术法规与标准等方面基础数据，为标准制定修订、行政监管、产业发展、风险

交流等提供技术基础。根据监测和评估结果及时修订完善标准。加强标准相关基

础研究，推动促进相关科技成果向标准转化。” 

专栏 1 食品安全标准建设工程  

一是加快制定、修订亟需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完成 300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完善基础标准、食品生产经营规范、食品产品标准、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及配套检验方法等制定、修订工作；二是加强标准研制实验室设备建设和人才

培养，加强标准转化应用研究；三是组织实施“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研究”重点

专项，开展食品安全重要标准物质研发等工作；四是推进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

价，建立科学、公开、透明的食品安全标准信息反馈机制；五是加大食品安全

标准宣传和培训力度，加强标准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及相关技术机构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指导、解答能力。 

   

 “3. 夯实风险评估工作基础，保障风险评估权威性 

„„三是提高未知风险识别能力。建立未知风险的识别和排查关键技术，开

展新型风险隐患评估研究。依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 32 个省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建设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标准研制实验室。四是扎实有序开展评估

工作。系统开展食品中 25 种危害因素的风险评估，逐步开展食品安全限量标准

中重点物质的再评估，提出标准制定修订、风险控制和食品安全治理咨询建议。” 

专栏 3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基础平台建设工程 

一是建设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基础平台；二是开展总膳食研究、食物消

费量调查，实施毒理学计划，完善国家风险评估相关基础数据；三是开发危害

评估、生物监测、膳食暴露所需数据的采集技术和方法研制评估模型；四是依

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 32个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与标准研制实验室。 

 

“（二）共建共享，强化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体系 

1．分级负责，建立完善工作网络 

专栏 5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建设工程 

业务能力建设：配备仪器设备，构建全基因组溯源国家基础数据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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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联互通，提升信息化支撑水平” 

 

 “（三）改革创新，加强国际国内合作，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

制度机制。” 

1. 健全工作制度 

制定、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

等配套制度，规范履职管理，优化工作流程，提高行政效能。制定卫生计生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食品安全工作指南，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2. 加强国际国内 

加强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交流，开展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比研究，加快研究

转化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标准。做好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主持国工

作，牵头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高我国在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吸纳国际知名专家参与编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增强我国标准的国际公信力。 

加强部门协作，建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协作组，在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发布、

建立我国常见有毒动植物 DNA 条形码快速鉴定数据库。完善食品毒理学评价

GLP 管理规范体系。 

人力资源建设：继续实施国务院批复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高层次

人才发展项目（523项目）。   

机构建设：依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设立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研究

中心”和“食品安全检定和应用技术研究中心”。 

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新址建设（一期）。 

专栏 7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信息化建设工程 

一是编制卫生食品安全大数据应用指导方案，构建互联互通的国家、省、地

市、县四级网络体系。建立覆盖全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目录检索系

统，推进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食源性疾病等系统的整合升级和

一体化应用。二是建设国家和省两级大数据应用平台，构建基础数据库。完善国

家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和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分

型溯源网络（TraNet），构建地方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溯源平台。

三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做好标准在线查询及意见反馈等服务工作，开发个性

化、差异化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移动应用产品。 



风险监测与评估的数据共享和会商通报、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建

立健全与食药、农业、国标委等部门协调配合、良性互动、顺畅高效的合作机制，

形成合力。畅通高校、相关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有序参与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

估工作的渠道，充分借助国内外专家智库和外脑资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信

力。 

3. 创新管理方式 

适应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和相关产业发

展需要，推动改革和加强“三新食品”管理。落实企业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的主体责任，鼓励企业加大在标准研制方面的投入，参与标准研制,促

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协调发展，形成社会共治格局。推进将标准制定、风险监测与

评估工作作为科研项目的重要考核指标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依据，建立完善本领

域专业与管理人才创新激励机制。强化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新技术手段对食品安

全和营养惠民措施的支撑作用，针对特定目标人群，开展专项行动，创新膳食指

导个性化、差异化和推广健康烹饪模式等，不断满足公众对改善食品安全和营养

信息指导的需求。”  

 

 保障措施 

《规划》末尾指出，从领导到经费、到环境、到最后对《规划》任务的督查

评估，国家都将予以高度重视，以保障十三五《规划》的落实到位。 

 

北京OCI公司以5A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优质登记申报注册的产品合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