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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安办)
食品综合协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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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背景与经过Part
1

3

修
订
背
景
意
义

原《条例》先于《食品安全法》出台实施
   （2008-01-01      2009-06-01/2015-10-01  全国第一）           
新《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经几易其稿尚在腹中

 实施以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思路及公众对食品

安全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食品安全法》也进行了中修。

原《条例》的原有规定与上位法存在部分管理理念、思路、机制

和具体规定上的不协调，不适应食品安全管理现状。需通过修订

和完善，与上位法要求及现行工作机制相衔接。

省人大2015年必立立法项目——硬任务

一是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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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背
景
意
义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党中央高

度重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要求进一步改革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着力建立

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积极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

局。但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发的阶段性特征仍然明显，监

管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客观存在，需以立法形式完善监管

机制、固定改革成果，以法治方式维护食品安全，为最严格

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为监管提供法治保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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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背
景
意
义

 广东作为食品生产经营与消费大省，随着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食品安全工作面临着基层监管能力和技术支

撑建设滞后、行业信用和诚信体系不完善、社会共治格

局尚未成熟等突出问题。需立足广东实际，制定具有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加以解决，从而增强监管工作的

有效性。

三是解决食品安全工作突出问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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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幅
度
定
位

实事求是，大修：
      局限于小修小补已经作用不大。
内容由76条增加到80条；

原《条例》76条，每个条款都涉及修订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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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名
称
内
容

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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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原
则

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落实“用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

严肃的问责”要求，着力破解食品安全治理难题，

不断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加快提升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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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原
则

立足广东实际

针对突出问题

突出广东特色

增强可操作性、监管科学性和有效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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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率先  法治保障

1
1

内容与特点Part
2

1
2

主
要
依
据

新版《食品安全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

《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违法行为条例》

《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
见》（农质发〔2014〕14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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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六
章
八
十
条

内
容

总则
食品生产经营
食品安全保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附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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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立法依据，将食用

农产品的市场销售纳入调整范围，实现食品安全与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有效衔接。

特点一 调整适用范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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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
各
方
责
任

1.地方政府责任
地方政府负总责（第四条）
乡镇/街道职责（第六条）

加强宣传教育（第七条）

开展评议考核（第九条）

建立奖励机制（第十一条）

特点二
2.部门监管职责

统一监管模式（第五条第一款）

设立派出机构（第五条第三款）

部门各自履职（第五条第二款）

3.食品生产经营者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者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的主体责任。（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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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三

  

创
新
监
管
方
式

1.强化细化生产经营过程制度(第二章12-32条）

2.建立部门联合惩戒制度。(48条）

3.建立责任约谈制度。（49条）

4.建立信用管理制度。（54条）

5.建立风险监测制度。（33-36条）

6.建立资源共享的检验体系。（39-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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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四

  

促
进
社
会
共
治

1.赋予各方治理权限
   消费者/志愿者组织  行业协会  新闻媒体

2.建立企业内部吹哨人制度

3.引入第三方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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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五

  

严
格
法
律
责
任

1.采取多种手段实施处罚

2.增设了相关主体法律责任  

3.增设从重处罚规定 

从严监管，从严追责，从重处罚
——提高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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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六

  

四
项
重
要
制
度

1.食品追溯制度

2.违法经营记分制

3.行刑衔接制度。

4.社会共治制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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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亮点
Part
3

2
1

主要亮点
1

第五条
【部门职责】 

    ……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在乡镇、街道或者特定区域设立派出机构。

2
2

主要亮点

4

    赋予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以及食品行业
协会参与治理食品安全的权限。建立食品企业内部“吹
哨人”制度等，为国内地方立法首创。充分调动社会力
量，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第十一条【鼓励举报】 5

6 第十二条【表彰奖励】 

第九条【协会和志愿者】 

第二十二条【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 7

第二十六条【网络食品交易】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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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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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五、四六条食品追溯

第四十九条【责任约谈】 

9 第三十条【中药材使用】 

第五十三条【监督检查】 12

第五十八条【暂停办理许可申请】 13

14

15

第五十九条网络监测

第七十九条【小餐饮监管】 
2
4

相关解读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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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以及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协调机制，落实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责任。

(对应食安法第六条)

1

2 第五条  
   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可以在乡镇、街道或者特定区域设立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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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食品安
全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协助执法、宣传引导等相关工作，
确定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协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第九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一级人民政府的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进行评议、考核。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
本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进行评议、考核.

4

  建立组织专业机构、社会组织、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评议、考核工作机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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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十二条
  从事食生产经营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按照许可范围
依法生产经营.
  许可证明文件应当悬挂在其生产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
  设有网站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网站首页显著位置
公开其许可证、产品注册或者备案凭证等信息.

公开的信息应当真实、合法、及时、有效.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制度规定

第十三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明
确食品安全责任，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专业技
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
配备要求由省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统一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食品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建立培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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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食品经营者运输、
配送食品的容器、工
具和设备应当符合卫
生要求，配备与销售
食品相适应的保温设
施，符合保证食品安
全所需要的温度、湿
度和环境等特殊要求。
食品经营者不得销售
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或者食品小作坊登记
证的食品生产者生产
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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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食品在运输、配送过程中可能由于容器、工具和设备不
符合卫生要求而被二次污染或产生交叉污染，或由于温度、湿度
等环境条件不能满足食品安全所需要的特殊要求而引起腐败变质
等问题，故运输、配送过程是产生食品安全隐患甚至导致食物中
毒的环节和监管的重点难点。

一、运输及配送容器与工具和设备设施的卫生要求
二、运输、配送食品的卫生要求
（一）一般要求
（二）运输、配送集体用餐食品的要求
 1.温度。烹饪至食用＞２H，＞60℃或<10℃存放与运输-。
 2.设备。运输工具应配备符合要求的冷藏或加热保温设备装置。
 3.保质期。集体用餐配送食品，＞60℃４H，<10℃24H。
 4.复热。确认无变质，中心温度＞70℃重新加热。
三、冷藏、冷冻的温度要求
冷藏：冰点以上温度（０℃～10℃）条件下贮存的过程。
冷冻：冰点以下（-20℃～-1℃）冰冻状态贮存的过程。

本条针对食品运输/配送过程的特点提出了具体要求

2
9

  

二、应在网页上“亮证”
  
三、及时公示变更事项

二十四条  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
备案凭证，并在其网站首页或者销售产品页面的显著位置公
开其许可证或者备案信息。
  许可证、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及时
更新。

网络经营——本质就是经营手段之一

一、应依法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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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十五条
   网络食品经营者、网络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
当建立电子进货查验台账和销售记录，记录和
凭证的保存应当符合法定期限。

应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采用电子化形式  履行主体责任。

依法保存记录和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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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向消费者销售食
品的，应当在容器或者包装上标注制作时间、保质期或者食
用时间提示、经营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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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餐食在送餐过程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在外

卖食品的容器或者包装上标注制作时间、保质期或者食用时间提示，以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并提醒消费者及时食用，如果消费者没有按照提示的时间及时

食用，应当对由此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为保证食品的可追溯，同时还规定应在外卖食品的容器或者包装上标注餐饮

服务提供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信息，确保万一发生食物中毒等情况，可及时与

供餐者取得联系，并在及时开展调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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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第二款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公示等级评定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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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五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餐具、饮具
集中消毒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规范要求的，应当及时调
查处理，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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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讨论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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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问题 药膳食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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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37886561
邮箱：72492684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