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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巿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kml.samr.gov.cn/nsjg/spscs/202101/t20210120_325378.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四个最严”要求，把肉制品作

为食品安全监管重点，着力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肉制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不断提升，但还存在

肉制品标准体系不健全、企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完整、研发创新和产品品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肉制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现就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落实肉制品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一）严格制度执行和人员管理。肉制品生产企业应当设立食品安全管理岗位，配备

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需考核合格；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

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各项制度，主要负责人对食品质量安全全面负责。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的工作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  

  （二）严格环境卫生和设施设备管理。保持加工、贮存和厂区等清洁卫生。加工区的

地面、墙壁、天花板应当平整、无破损、无污垢，加工贮存设备、工具等物品及时清洗。使用

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切实做好防蝇、防虫和防鼠工作。定期维护加工、

贮存设施设备，使用食品级润滑油，定期校验保温、冷藏和冷冻设施设备。贮存、转运原料和

产品的容器应当清洁无害，鼓励使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的容器、工具和设备。  

  （三）严把原辅材料质量安全关。制定并实施原辅材料控制要求，建立稳定的原辅材

料供应渠道和供应商，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原料肉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

（冻）畜、禽产品》（GB2707）以及《鲜、冻禽产品》（GB16869），具有规定的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生猪产品还应当具有非洲猪瘟检测证明/报告。进口肉类产品

应当有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并符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有关要求。鼓励肉制品生产企业自建或合作建立畜、禽养殖基地，积极推广“养殖基地+屠

宰厂（供应商）+生产企业”的完整产业链控制模式。  

  （四）严把生产过程控制关。加强生产加工过程管理和关键环节控制，通过危害分析

方法确定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关键环节，设立食品安全关键环节控制措施，并配有相关文件

以落实控制措施，如配料（投料）表、岗位操作规程等。根据产品特点制订配方、工艺规程、

岗位和设备操作责任规范。严格依据 GB2760 使用食品添加剂，严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加强生产环境控制和手部清洗消毒、食品接触面清洗消毒。生产加工人员应当保持个人

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认真做好关键环节信息记录。加强产品包装控制，鼓励使用绿

色环保包装材料，真实合规标注标识。鼓励企业制定实施食品安全防护计划，防止肉制品生产

过程受到故意污染或蓄意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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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严把检验检测关。加强原辅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检验检测，根据原料把关、生

产过程控制等情况，合理确定检验检测项目和频次，保存原始检验检测数据和检验报告记录。

对生产加工和贮存过程用于监测、控制、记录的压力表、温度计、记录仪等设备进行定期校准。

企业建立食品检验实验室的，可以自行检验；没有检验能力的，应当委托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

构进行检验。  

  （六）加强贮存运输销售管理。加强原辅料和产品的贮存管理，符合冷冻、冷藏温度

要求，有专人保管和领用出库记录。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管理

的公告》（2020 年第 10 号）要求，选择合规的贮存、运输服务提供者，查验并留存贮存受托

方的相关证明文件，审核受托方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监督受托方定期测定并记录冷藏冷冻温

度，确保冷藏冷冻原料的贮存、运输条件符合安全要求。严格按照《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20799）要求，加强销售管理，需冷冻、冷藏贮存的肉制品的设施和设备应能满足相应的

温度要求，并做好温度记录。  

  （七）加强食品安全自查和追溯体系建设。建立环环相扣、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食

品质量安全自查评价和整改报告管理制度，自行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对质量安全管理

情况开展自查。企业集团应当定期对所属工厂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检查评价。以原辅料管理、生

产加工控制、产品检验和贮存运输销售等信息记录为重点，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完善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  

  二、加强肉制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八）完善监管制度标准体系。制定提升肉制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制度文件，修订完善

《肉制品生产监督检查指南》和《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配合相关部门修订肉制品生产

卫生规范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推动制修订肉制品质量标准和团体标准，督促企业制定完善产

品标准。  

  （九）严格肉制品生产许可。重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设施设备布局、生产加工控制、清洁消毒、冷藏冷冻和检验检测等项目的审查和现场核查，对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对符合条件的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积极配合集中行政审批部门

加强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严把许可准入关口。  

  （十）加强肉制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根据风险分级管理和信用监管情况，制定肉制

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合理划分肉制品企业监督检查事权。省、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组织对肉

制品生产企业开展随机监督检查和异地监督检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重点对肉制品经营者温

控措施落实情况，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责令生产经营者整改到位，形成监管

闭环。  

  （十一）加强肉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持续开展肉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对

致病性微生物、食品添加剂、非食用物质等安全性指标开展监督抽检，对兽药残留、动物源性

成分等指标开展风险监测。对抽检监测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和问题要依法处置，并督促生产经营

者整改到位。  

  （十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和“四个最严”要求，发

现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特别是使用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畜禽肉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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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合格证明的肉类加工食品，使用回收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加工食品，使用非食用物质

的违法行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依法处罚到人。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三、提升肉制品质量安全水平  

  （十三）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控制水平。引导肉制品生产企业自建或者合作建立畜、禽

养殖场，鼓励企业采用“进厂（场）监督”、供应商审核等方式，督促养殖厂（场）严格执行

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规定，严格落实兽药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管理

制度。鼓励企业通过合同约定，督促屠宰、运输、仓储环节相关市场主体落实主体责任，保证

畜、禽肉质量安全。加强肉制品销售管理，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运输配送、贮存销售肉制

品，鼓励企业设立直营店、专柜和网店等方式销售。  

  （十四）提升企业生产管理水平。鼓励大中型肉制品企业按照良好生产规范组织生产，

实施 HACCP、ISO22000 等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提升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引导企业

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开展高端品质认证，推动质量评价由追求“合格率”向追求“满意度”

跃升。鼓励企业开展质量安全提升小组活动，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提升生产加工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促进质量安全管理和质量安全工作创新。  

  （十五）提升产品创新研发水平。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联系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食品研发机构等联合研发新产品。鼓励大型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等专门的产品研发机构。

鼓励企业优化产品外观包装设计，满足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消费友好等需求。鼓励企业开

展食品感官评价，消费者体验，培养忠诚的消费者，激发消费潜能。  

  （十六）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建设水平。引导企业加快标准和质量提升，推动肉制品

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以中华老字号、知名品牌为引领，以食品产业集聚区、肉制品

加工示范区为重点，开展区域品牌培育，创建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区和质量安全提升示范

企业。加强中华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和知名品牌的保护和宣传，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认真组织实施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组织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结

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工作目标和措施，分解工作任务，抓好工作落实。  

  （十八）强化政策支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完善推动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

的政策措施，积极争取地方扶持政策，加大对中小肉制品生产企业、加工小作坊的扶持和技术

服务力度，推动中小肉制品企业做大做强，助力加工小作坊转型升级。  

  （十九）推进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作用，建立肉制品质量安全

提升的技术支撑。支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提供食品安全信息和技术服务，引导和督促肉

制品生产者合规、诚信生产。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企业内部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加

强食品安全信息交流。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客观真实报道食品安全问题。  

  （二十）强化工作指导。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调研，强化对市、县市场监管部门

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提升工作的检查指导，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注重收集工作情况，

总结工作经验，及时报送相关信息。 

 

市场监管总局 

2021 年 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