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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安全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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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世贸组织：实施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协定(SPS协定)

德国: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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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SPS协定和国际标准

→不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催生贸易壁垒。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国际木质包装检疫
措施标准（IPPC）：公认的标准制定机构

→与WTO争端解决有关的食品法典标准

→基于科学风险评估的严格要求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成立于1924年

国际木质包装检疫措施标准（IPPC），成立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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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 www.d-maps.com

→欧盟：5亿 →德国：8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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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欧盟食品安全体系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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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州监管部门 联邦政府工作组

429个地区和独立城市

食品生产，加工和零售企业的自我监控
食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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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食品与农业部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职责

• 欧洲立法

• 国家立法

• 在国际组织中代表德国（例如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食品法典

• 谈判双边协议，例如 兽医证书（出口卫生证书）

• 向州政府提供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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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监管部门通过参与联邦宪
法机构------联邦议院
（Bundesrat）在联邦和欧盟的立
法中发挥积极作用

→各州负责实施和执行食品安全
法

→ 各州负责综合控制和监管

16州监管部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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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联邦州
295个地区

107个独立的城市
429个食品控制机构

每年40万个样本
5个样本/ 1000个居民

1百万次 实验室测试/年

德国食品安全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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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规的目标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欧盟法规178/2002

德国食品和饲料法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欧盟法规178/2002

德国食品和饲料法

提供准确信息提供准确信息防止欺骗消费者防止欺骗消费者保护人类健康保护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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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七项基本原则

1. 基本原则：食品安全“从农场到餐桌”
2. 生产者责任的基本原则

3. 可追溯性原则

4. 独立的科学风险评估

5. 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分开

6. 预防原则

7. 风险沟通透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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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的7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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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责任 2. 可追溯性 3.公共食品管控 4.预防原则

5.   独立风险评估 6.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分开 7.风险沟通透明性原则



食品安全的7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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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物链 原则 2.     生产者责任

3.     可追溯性原则 4.     独立的科学风险评估

5.     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分开 6.     预防原则

7.     风险沟通透明性原则



各州监管部门的责任：通过食物链进行管控

动物饲料
控制

植物保护与
监测

食品监控

动物饲
料行业
动物饲
料行业 农业农业 屠宰场屠宰场

食品工业
/工艺与

贸易

食品工业
/工艺与

贸易

零售店/
餐馆

零售店/
餐馆

兽医监管局

生产商职责

管理当局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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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一： “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

 在整个食品链中保证食品安全

 欧盟食品通用法规17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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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二：生产者责任

 食品和饲料经营者应对产品安全负责

→ 质量保证体系
→ 自我监控

→管理当局注重风险导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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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三：可追溯性

→ 生产链完整文档

→ 快速识别问题货物流及来源

11-Nov-19 Slide 19



原则四+五：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分离

→风险评估:
科学独立评估；
(欧盟: 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 
德国: 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    

分离

→风险管理: 
政府和主管部门
(欧盟: COM  FVO; 
德国 (联邦层面): 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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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六：预防原则

→在科学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预防性措施将
风险降至最低

→用新的科学发现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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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七：风险沟通透明性原则

→ 各监管部门形成有机网络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

→通过媒体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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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管理和公共交流

11-Nov-19 Slide 23



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的合作意向联合声明

中德食品安全双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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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届会议

2020年7月6日至11日

意大利罗马

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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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https://www.bmel.de/EN/Service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Food/publicationsFood_node.html

→更多资讯请参见《食品安全介绍》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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