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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发展现状及能力提升
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杨　春，曹　慧*，王锐兰，谢　静

（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科学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12）

摘　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乎民生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

内容，是全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形势依然严峻，农兽药残留超

标、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等问题时有出现。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食品检验检测机构也存在

良莠不齐的现象，人员管理不到位、设施设备使用不规范、法律意识淡薄出具不实报告等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

乱检验检测市场正常秩序，影响食品安全检测的权威性准确性。本文结合近年浙江省组织的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

证情况，对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在管理水平和检测能力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研究，深入剖析根源，并从检验检

测机构强化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管服结合、加强行业自律三方面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以期促进其检验检测能力

不断提升，推动食品检验检测机构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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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od is vital to the people, and safety comes first in food. Food safety is crucial to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It represents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nd grabs great public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hile  China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food  safety,  the  situation  remains  severe,  with  incidents  such  as
excessive residues of agricultural  and veterinary drugs,  as well  as illegal addition of toxic and harmful substances.  A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ensuring food safety, food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also exhibit a mixed bag
of performance.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personnel management, improper use of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weak legal
awareness  resulting  in  issuance  of  false  reports  have  frequently  occurred,  seriously  disrupting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inspection  and  testing  market  and  affecting  the  authority  and  accuracy  of  food  safety  testing.  Based  on  the  capacity
verification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organizat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ypical
problems faced by food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management level and testing capabilities,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in  depth,  and  proposes  specific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combining  regulatory  departments  with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and  enhancing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aiming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inspection and testing capabilities,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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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food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and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afety of every bite of food.

Key words：food safety；inspection and testing；industry status；capability enhancement.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以及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

谐稳定，是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社

会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提出，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农产品和食品

抽检量达到 4批次/千人，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

在 98%以上，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得

到控制[1]。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农兽药残

留超标、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等问题时有发生。

发现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精准科学的食品安全检验检

测手段。相关资料显示，每年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完成

的评价性抽检、监督抽检样品达数百万份，为发现食

品安全突出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此，

认真贯彻落实好法律法规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各项

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检测机构的建设和运行管理，

持续提升食品检测水平[2]，对于有效保障食品安全、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进而推动食品检验检测机构高

质量发展[3]，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对我国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行业发展形势进行分析，结合近年浙江省组

织的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情况，对食品检验检测机

构在管理水平和检测能力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

研究，深入剖析根源，并从检验检测机构强化主体责

任、监管部门管服结合、加强行业自律三方面提出具

体的对策措施，以期促进其检验检测能力不断提升，

推动食品检验检测机构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行业发展形势 

1.1　国家高度重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安全

整体水平稳步提升。食品及食品接触材料检验检测

机构数量达 3495家，食品安全标准达 1455项，农药

兽药残留限量及检测方法标准总数超过 1.3万项，基

本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接轨，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奠

定坚实基础[4]。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食品安全监

管力度，大宗食品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粮食加工

品、食用油合格率和肉制品、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合

格率分别保持在 98%、98%、97%、99%以上。农业

农村部高度重视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2006年编制

实施《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

划》，2011年起推进“十二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体系建设，要求各地专门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定期对农产品开展检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条件不断改善、能力稳步提升，现有部省市县四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2732个，检测人员

3.5万人，实现农产品检测体系建设地市全覆盖、县

级基本覆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不断优化，涵

盖 5大类 110个产品种类、130项检测参数，部省两

级监测网络基本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和农产品产

区、城乡居民主要消费品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呈现

出科学化、精准化的特点，为检验检测行业的发展提

供新机遇[5]。 

1.2　公众消费升级，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食品消费是社会基本消费领域，也是扩内需、促

消费的重要阵地[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 0.7%，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8.7%，饮料类增长 5.3%[7]。总体

而言，食品消费依然保持稳定的增长。随着经济复

苏，餐饮行业逐渐回暖，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

示，2023年 4月，全国餐饮收入 3751亿元，同比上

升 43.8%；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011亿元，同比

上升 44.6%[8]。城乡居民食品消费需求增长的同时，

正加快向绿色、健康、安全方向升级[9]，从“吃得饱”

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这为发展食品检

验检测技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并未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10]。

一些不良商人唯利是图，为获取利润，丧失底线、不

择手段，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打而不绝”，严重危

及到人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1]。加上现代食品工

业新技术方法的不断应用，食品消费场景的创新升

级，一些未知领域的风险在持续增加[12]，全社会对食

品安全保障能力，特别是食品检测技术水平有更高

期待。 

1.3　科技进步迅猛，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支撑

检验检测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

节，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创新性强，发展潜力大。随

着生物技术、装备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

技革命深入发展，加之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

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食品检测领域未知物非靶向全景

筛查技术得以快速发展，也为持续创新食品检验检测

技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13]。依托数字化技术，创新食

品检验检测技术现已广泛应用到补充未知物精准识

别技术，食品全链条中未知风险因子和多残留代谢产

物识别、鉴定与快速筛查评估，高通量筛查，智慧抽

检等领域[14]。2022年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牵头完成

的“亚运果蔬类食品农药残留非靶向快筛斑马鱼模

型构建研究”科研项目，可在 24 h内完成安全性初

筛、120 h内鉴别毒性靶器官，项目成果在多家技术

机构推广应用，为杭州亚运会食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保障，是生物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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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功应用。 

1.4　利好政策频出，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引擎

国家卫生健康委制订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

评估“十四五规划”》提出，对现有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开展系统分析研究，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打造更高质

量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继续在元素类、生物毒素、

农业投入品和致病性微生物等方面全面建立非靶向

检测技术，2025年底在全国 30%以上的省份推广应

用，提升隐患识别能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工作水平[15]。

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

升规划》中提出，聚焦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生物毒

素等危害因子，逐步扩品种、增参数、加数量，完善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计划。通过提高部省检

测机构仪器装备水平、推动市县检测机构“双认证”

比例提升（由目前的 30%提高到 60%以上）、开展基

层检测技术提升活动等措施，不断提升风险监测

能力。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订的《“十四五”认证认可

检验检测发展规划》中提出，强化质量认证和检验检

测服务供给，完善“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食品农

产品认证及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市县农产品检验检测

机构能力建设，提升食品安全、禽畜疫病等检测能

力[16]。

从长远来看，经济社会越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就越高，自然而然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也将持

续提升，国家对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视程度也将持续保

持高位，因此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手

段，未来食品检验检测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前

景十分广阔。 

2　浙江省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建设现状及

存在问题
能力验证是评价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的重要手

段，也是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和不断提高的

有效措施。为客观公正评价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的检

测能力和管理水平，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以目击试验

的方式定期组织开展能力验证。技术专家对样品接

收、前处理、检测实施、数据处理、出具报告等开展

全流程现场目击，同时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考核、随

机询问等方式，对机构的体系运行、检验能力、设备

配置、检验人员等是否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进行

核查。从 2020~2022年浙江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

证工作情况的通报来看，浙江省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显

现以下特征和问题。 

2.1　检验检测能力总体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浙江省每年定期在食品、纺织、环境、机动车等

领域开展 10余个项目能力验证，并对各单项、总体

能力验证结果进行满意率统计，作为科学评价全省检

验机构各领域及总体检测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单

项满意率为单项满意机构数所占单项参加机构总数

比例；总体满意率为所有项目满意机构数所占本年度

参与机构总数比例。三年能力验证结果显示，开展

的 6个食品项目中，5个项目的满意率均高于当年能

力验证总体满意率，表明浙江省大部分食品检验机构

内部管理相对规范，获取相关资质后能持续保持应具

备的能力水平，详见表 1。 

2.2　机构内部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2.2.1   人员内部管理不到位　核查专家通过理论测

试、实操考核、查阅档案、现场提问等方式，重点对

机构检测人员、授权签字人进行考核。考核发现部

分检测机构因业务量大、检测时间紧，人员上岗培训

流于形式，对培训质量和效果缺乏有效监督和考核，

导致检测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薄弱，如对标准理解不到

位，甚至错误解读标准；检测过程和操作不规范、不

熟练，极个别人员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验等。一

些授权签字人专业素质跟不上检测发展需求，未能敏

锐发现考核模拟报告中的错误。据统计，近 3年全

省共有 19家机构 26人因技术能力不合格，需暂停

上岗再培训。个别小型机构因人员流动性较大，技术

骨干储备不足，未考虑个人专业技术能力设置一人多

岗或一人多领域授权，存在超过承诺时间出具检测报

告、未经规范检测出具不实报告等情况。 

2.2.2   仪器设备管理不规范　部分机构设备管理制

度不健全，无法满足检测机构正常的运转要求，如缺

少专人管理、未制订定期维护保养计划、未对仪器设

备开展检定/校准或已超过检定/校准有效期、未对存

在故障的设备进行维修并加贴停用标识等管理盲

点。据统计，近 3年全省共有 35家机构 47台相关

设备不能满足检测标准要求，需停止使用。一些机构

认为计量检定/校准报告结果合格就可以直接使用，
 

表 1    2020~2022年浙江省食品领域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率

Table 1    Satisfaction rate of Zhejiang Province's food competence verification esults from 2020 to 2022

年份 项目 参加机构 满意机构 满意率（%） 总体满意率（%）

2020
大米中镉、总砷的测定 55 48 87.3

79.6
鱼肉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25 19 76.0

2021
茶叶中农药残留的测定 25 18 72.0

69.0
动物源性食品中药物残留的测定 20 18 90.0

2022
粮食中真菌毒素的测定 20 18 90.0

78.7
婴幼儿配方奶粉中亚硝酸盐的测定 30 28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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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根据本实验室的情况，对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进行验

证、确认、评价及记录，出现检测事故后很难开展责

任追溯并落实整改。此外，部分食品检测标准发生变

化，对设备的更新换代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一些机构

为控制成本，仍愿意购买和使用准确度、灵敏度已大

打折扣的老旧设备，数据可信度存疑。 

2.2.3   监督执行不严格　大部分检验机构都根据要

求制定了《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对检测人员、设

施设备、操作规程、质量监督等做了具体详实的规

定，但实际运行过程中，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员、监督

员等对质量监督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如监督

员未参加系统培训，工作随意性大，没有明确监督的

过程和方法；未按计划开展内部审核，内审工作范围

没有覆盖对应的质量活动或部门；管理评审改进项描

述笼统，缺少可操作的计划。内部管理流于形式，监

督执行不到位，机构一些典型共性问题反复出现：部

分检验检测机构未能有效实施质量监控，没有严格按

照标准规定的程序或方法开展检测，从而导致检测结

果偏离；37家（占核查机构总数的 21.1%）检验机构

因缺少完善的技术标准跟踪制度和查新机制，未及时

开展新标准变更和验证工作，影响检测进度；33家

（占核查机构总数的 18.9%）检验机构原始记录填报

机制不完善，存在设计不合理、记录格式未统一、填

写信息不规范或信息缺失等问题，无法保证检测结果

的有效性和可追溯性。 

2.3　机构负责人法律法规意识淡薄

一些机构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对新出台的法

律法规学习不深入，对行政监管中相关罚则、公正

性、强制性要求不了解，对自身存在的涉嫌未按标准

开展检测、超资质认定能力范围检测并出具报告、授

权签字人超授权领域范围签发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未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7]。随着检验检测机构

数量的不断增加，竞争日趋强烈，个别机构为片面追

求利益，将法律法规置之脑后，对日常检测规范化建

设疏于管理，强行降低消耗，简化检测环节，甚至破

“底线”、越“红线”，给自身和社会带来巨大风险。 

2.4　机构数字化程度不高

受制于机构重视程度、经费投入、技术开发等因

素，目前浙江省全面应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内部质量管

理的食品检验检测机构还是屈指可数，且质量参差不

齐。一些行业龙头检验检测机构已开启数字化先行

之路，朝着打造“阳光实验室”方向稳步发展，数字

化、智能化、智慧化的水平日益提高。一些小型机构

因资金困难、人才紧缺等问题，数字化系统的普及程

度比较低，建立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大部

分功能仍然停留在业务留痕等比较基础的层面，检测

数据不能有效与原始信息对接从而直接形成检验报

告[18]。传统的以人工作业为主的工作流程不仅效率

低且误差多，已与当前检验检测工作规范化、自动

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3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能力提升对策 

3.1　强化主体责任，提升检测机构能力水平 

3.1.1   注重人才培养　建议加强新上岗人员岗前培

训与考核，对检测标准、实验操作、质量控制要求等

相关内容进行细致培训，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考核

合格后方允许上岗。选派技术人员参加技能竞赛活

动，营造“以赛促练、以练促学、以学促能、以能促

干”的良好氛围，提升业务技术水平，使检测人员向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方向努力[19]。加大投入，重视

高精尖人才培养，遴选技术骨干参加外部高端业务培

训，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先进技术研发。根据工作成

效、业务能力等因素，科学制订岗位绩效考核办法，

待遇和职务晋升向一线技术骨干倾斜，形成正向激励

导向。 

3.1.2   加强设备管理与更新　建议定期组织实验室

人员培训，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讲解仪器设备的技术参

数、使用技巧等，并现场指导实验操作，提高正确使

用、维护仪器设备的能力。根据实验室仪器设备的

使用时间、环境条件、维护方式等因素，制定保养计

划，建立维护记录。对仪器设备定期开展检定/校准、

期间核查，保持仪器设备准确有效运行[20]。根据本实

验室的情况，对检定/校准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进行验

证、确认、评价及记录。积极参与国产检验检测仪器

设备的设计研发、技术研究和验证评价工作，推动国

产中高端检测仪器设备质量提升。加强国际交流与

合作，2012年一种新型的用于农产品质量检验的机

器视觉系统被推出，该系统实现了人们在识别食品诸

如外观、风味、营养、质地等品质因素方面的快速、

客观、公正，是一种相比较于人工更为自动化，非破

坏性和成本低廉效益高的解决方案[21]。因此要加大

资金投入，引进先进配套设施，满足各类食品安全监

管要求，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22]。 

3.1.3   开展有效监督　食品检测机构应强化“传递信

任、服务发展”的本质属性，全面贯彻“科学、公正、

严谨、高效”的质量方针，深入落实《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能力评价 食品检验机构要求》（RB/T 215-
2017）等质量体系文件规定要求，制定多层次管理体

系制度，并对管理体系运行中的文件进行审核、批

准、标识、发放、管理、修订和废止等有效管理[23]。

建议建立管理体系运行评价标准，从部门及岗位职责

履行情况、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工作流程执行情况、

技术和质量文件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权重

进行分值分配[24]。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员、监督员履

行岗位职责，根据评价标准开展监督考核，促使管理

体系得到有效运行。 

3.1.4   加快数字化转型　建议充分利用互联网及现

代信息技术资源，结合自身现行质量管理体系，建立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覆盖全部检测信息、

原始记录、检测结果，确保检测过程涉及的“人、机、

料、法、环”各环节实现电子化保存和处置，杜绝因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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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人员偷工减料、职业道德、技术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数据失真失实情况。对现有信息和资源进行整合，实

现检验检测数据和结果共享、实验室信息互联互通，

从而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25]。坚持“线上线下并

重”原则，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推进技术改造迭代升

级，逐步实施对抽样现场、样品储存环境、交接样、

制样及检验关键环节的视频监控，妥善保存音像资

料，接受随机检查和监督。 

3.2　强化监管服务，推动检测机构高质量发展 

3.2.1   加强法律法规宣贯　2021年，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决策部署，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颁布了《检验检测机构

监督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修

正案）》两部部门规章，强化检验检测系统性监管。建

议监管部门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贯彻工作，丰富完

善培训教材和监管执法案例库，对法律法规重要变化

条款，以案释法、深入解读。通过宣贯和培训，促进

从业人员增强法律意识，坚守安全底线，规范检测行

为，确保出具真实有效的检测数据，提升检验检测机

构专业能力和品牌形象。 

3.2.2   开展技术精准帮扶　随着检验机构资质认定

告知承诺制的全面推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任务更加

艰巨，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可牵头组建业务精、能力

强、素质高的技术专家队伍，强化问题导向，联合开

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检查等活

动，发现存在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同时开展精准帮扶，提出改进措施，指导闭环整改。

根据检测机构属地管理原则，尝试建立结对帮扶机

制，即由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牵头，本辖区内

实力强大的检验机构与实力薄弱的检验机构签订协

议书，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协议中根据各机构需求填

写帮扶内容，协议到期后，市场监管部门委派专业人

员进行考核，做到任务不完成，帮扶不脱钩[19]，真正将

帮扶工作落到实处，促进辖区内检测机构均衡发展。 

3.2.3   积极推进“数治智检”　建议运用数字化技术

手段，通过“算力+算法”将原来分散的、线下的检验

检测信息进行加工多源融合，实施综合集成、流程再

造、体系重构、系统重塑，将治理的重点从事后检查

向事中监督、事前约束延伸，打造审批全流程、监测

全要素、监管全过程、服务全领域高效协同、整体智

治的治理模式，进一步规范检验检测市场，推动行业

迭代升级、健康发展。运用远程监控及物联感知等

技术，建设智慧检测体系，着眼于食品检验检测全过

程管理，加快“数据全量归集、流程全程管控、风险提

前预警、问题闭环处置、事事固证倒查”。推动行业

龙头机构先行试点建设“数字化实验室”，围绕“样品

抽取—阳光检测—结果存证—报告查询”全链条，线

上存证“人、机、料、法、环”等关键要素，实现“一网

追溯”，有效防范换样做检测、虚假记录等行为[26]。 

3.2.4   完善能力验证机制　能力验证是国际通行、

国内通用的判断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的标尺，也是

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技术监管手段和推动检验检测

行业能力提升的有效载体。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持续

组织开展能力验证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

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建议在机构建设、评价体系、成

果提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其作

用：a. 学习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相关经验，建立专业

权威的能力验证机构，根据机构自身需要随时提供能

力验证服务，使能力验证形式更加多元化[27]；b. 改变

以往能力验证将试验结果作为评价手段的单一模式，

根据《RB/T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

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从结果报告、设备环境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根据量化分值评定等级，科学

反映机构整体水平，详见表 2；c. 借鉴国内地区的先

进做法，对工作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制定技术规范，使

能力验证工作更加专业化、规范化、体系化。如上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发布《DB31/T 1364-2022检验

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技术规范》，于 2023年 1月 1日起

正式实施。 

3.2.5   健全监管执法机制　贯彻落实国务院“健全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

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总体要求，

建议以信用监管为方向，积极推进检验机构信用体系

建设，探索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科学研判机构违法失

信的风险高低，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管，对诚信守

法者“无事不扰”，对蓄意谋取不当利益、故意弄虚作

假的机构，加大惩戒力度，对连续或反复出现违法违

规行为的列入严重失信名单。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

经验，加大部门间的协调力度，形成统一协调的食品

安全检验检测与监管体系，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效

率[28]。强化问题通报和联合惩戒，承担政府部门抽检

任务的承检机构违反资质认定等相关规定的，及时通

报相关部门，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暂停委托业务、淘

汰承检处理。探索开展全行业信用评估制度，将食品

检验检测机构规范运行情况与评先评优、政府采购

第三方服务等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失信惩戒、

守信激励”的长效机制。 

3.3　强化行业自律，营造诚信自律的发展环境 

3.3.1   推动建立行业协会组织　积极推动食品检验

检测机构组建行业协会，制订协会章程，强化行业协

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

自我教育功能，鼓励引导同业监督。引导食品检验检

测机构和从业人员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合格评定基本规范，建立健全机构自律行为规范和

职业道德准则，建立检验检测人员执业资质管理、职

业操守承诺制度和诚信档案，开展职业操守教育和能

力培养。多措并举，规范从业机构及人员行为，维护

食品检验检测行业的信誉，培育厚植诚实守信、专业

高效的行业先进文化，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充

满活力的食品检验检测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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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积极探索“吹哨人”制度　“吹哨人”（Whistle-
blower）概念起源于英国警察发现罪案线索时吹哨

子，以引起同僚及民众的注意。美国、英国、日本等

国都建立了“吹哨人”制度，其要义在于发动企业内

部知情人士举报揭发违法行为[29]。“吹哨人”举报具

有举报信息详实准确、专业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

对于有效解决主体责任不落实、监管执法不精准和

风险隐患难发现等问题具有独特作用。鉴于食品检

验检测行业的特点，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可探索建立内

部举报人、“吹哨人”等制度，鼓励食品检验检测机构

内部举报监督。加强“吹哨人”个人信息保护，确保

其安全；加大精神、物质等政策激励力度，激发“吹哨

人”积极性主动性。 

3.3.3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　建议完善食品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信息查询、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

询等信息共享平台功能，确保社会公众可便捷查询相

关信息，鼓励社会公众对食品检验检测机构、从业人

员进行信息查询和行为监督[16]。加强消费者权益保

护宣传，消费者也要知法、守法、用法，学会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权益，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亦是一种无形但

有效的监督力量[30]。一项实证研究发现，逻辑回归分

析显示发生消费者投诉后，服务得到纠正的程度对于

客户满意度很重要[31]，监管部门要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及时核查各类线索，回应公众关切[32]。充分发挥

新闻舆论监督作用，引导曝光问题线索和违法案件。

强化社会监督与行政监管执法的协同，大力整肃行业

风气，增强社会监督震慑力。 

4　结论
食品检验检测行业作为保障食品安全、保护人

民生命健康的重要技术手段和促进食品产业、食品

检测技术提升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科学、客观、精准

识别制约检验检测能力提升的问题和短板，深度剖析

 

表 2    能力验证结果评价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system of capability verification results

体系 编号 内容 扣分细则 备注

一、结果报告
（40分）

1 出具虚假、不实报告 40分 有此行为就全部扣

2 超范围检测出具报告 20分 出现情况扣分

3 标准未变更并出具报告 20分 出现情况扣分

4 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报告 20分 出现情况扣分

5 能力验证实验结果不满意或有问题 不满意25分
有问题15分

按满意率分高、中、低，并乘以相应系数进行折算：
高1.0（85%~100%）；中0.8（70%~84%）；低0.6（70%以下）。

二、设备环境
（20分）

1 缺少资质认定方法的设备或配置（整个标准） 10分 标准不能做，出现情况扣分

2 缺少方法的部分设备（标准物质）或配置 5分 标准部分能做，出现情况扣分

3 缺少方法涉及的前处理设备 5分 出现情况扣分

4 实验环境条件及场所设施欠缺，
不能满足标准要求 5分 出现情况扣分

5 设备未有效溯源，需停用，且未出具报告 2分/台 机构已粘贴停用标签且记录停用原因的不扣分；
可以证明用于科研的设备不扣分；最多不超过5分

三、人员能力
（15分）

1 授权签字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考核不合格需下岗培训 10分/人

2 授权签字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资历不符合相关要求 5分/人

3 检测人员考核不合格需下岗培训 2分/人

4 检测人员、内审员资历不符合相关要求 2分/人

四、过程方法
（15分）

1 不按标准进行检测，如缺少空白、平行实验、
标准套检、质控等标准中涉及的行为。 15分 出现情况扣分

2 标准未变更，未出具报告。 3分/项

3 标准为实质性变更，采用自我声明方式变更。 3分/项

4 原始记录不规范（信息不全）。 2分 不涉及结果准确性

5 分包不规范，缺少分包方信息、委托人确认等。 3分

6 样品管理不规范。 2分

7 合同评审不规范。 2分

五、体系维保
（10分）

1 缺少管理评审记录 6分

2 缺少内审记录 4分

3 缺少质量控制、人员培训、监督等计划 3分

4 未按时实施质量控制计划 1分/项 最多不超过3分

5 法人、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授权
签字人等未及时进行变更 2分/人 未及时变更；最高管理者不是法人未授权

否决项
（直接列为D等级）

1 本年度公安部门已经立案，有刑事责任

2 本年度有重大违规案例，并已经被当地的行政机关处罚金的

3 重大失信行为

注：按总分进行等级划分：A≥90分（整体控制在10%以内）；90分>B≥75分；75分>C≥60分；D<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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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扭住关键，守正创新，持续强化主体责任，深化

内部规范，抓住国家对食品安全工作高度重视、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更高期待的大好发展机遇，大力加

强人才培育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仪器装备水平和实

际操作水平，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高端检测技

术研发、内部质量管控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不断

提升食品安全检测综合能力，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保驾护航。作为食品检验检测行业的主管部

门，既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强

监管服务，督促指导检验检测机构规范检测、提升能

力；又要健全信用体系建设，培育先进典型，曝光负面

案例，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损”的信用环境；还要

放大格局，拓宽视野，从产业发展所需、先进技术发

展趋势、国际贸易壁垒等多方面深入研究食品检验

检测行业发展的大方向，充分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监

管之长，不断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措

施，促进和引领食品检验检测行业、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食品检验检

测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社会组织要有效发挥行业组织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作用，以协会章程、

行业公约、团体标准等形式，进一步规范行业行为，

推进行业自律，营造“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向生态，形

成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良好

局面，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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