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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是参与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

全关键技术应用的综合示范”课题协作的地方政府

之一 ,漯河双汇是课题的重点示范企业 ,在漯河的产

业构成中 ,畜牧及其加工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 。基

于上述考虑 ,在研究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管理

问题上 ,我们重点就漯河市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实地

考察了双汇集团 、万东牧业 、北徐集团 、汇通集团等

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听取了漯河市政府有关部门

关于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准入管理情况的介绍以

及各类型畜产品生产企业代表的意见 ,现将调研结

果报告如下。

1　漯河市基本情况

漯河市是我国著名的食品城 ,全国第 1个“中国

食品名城” 、河南省唯一的无公害食品基地示范市和

全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市。其中 ,畜产品

的生产与加工是这个市的主导产业之一 。2004年 ,

全市肉类总产量 27.7万 t ,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达 41%,农民人均牧业收入 1 050 元;生猪

出栏 332 万头 , 加工生猪 1 400 万头 , 加工畜产品

160多万 t。漯河市的畜产品加工在河南全省乃至

全国都有较大影响。2004年 ,该市的鲜冻肉出口占

全省的 87%,占全国的 1/4 , 2005 年 1 ～ 8月的熟肉

制品出口已占到全国的 25%。该市培育出了双汇 、

汇通等一批国内 、国际知名肉类品牌 ,畜牧业规模化

养殖也出现快速发展势头 。由于这种特殊的经济结

构 ,漯河市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工作极为重视 ,是河南

省最早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城市之一 。在畜产品安

全管理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工作 ,在加快发展畜产品

生产加工的同时 ,高度重视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市

场准入管理工作 ,把其摆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

身体健康以及事关漯河经济安全的高度 ,抓住关键

环节 ,强化源头管理 ,严格质量标准 ,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

2　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管理状况

为了加强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和协

调作用 ,漯河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漯河市食品安全管

理委员会” 。就畜产品的食品安全和市场准入管理

而言 ,牵涉到畜牧 、质监 、商务 、食品药品监督 、商检 、

工商 、卫生等多个部门 ,各自职能基本保持了与国家

对口部门的一致性 。按照“从源头到餐桌”的链条来

看 ,食品安全与市场准入的各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管

理部门 ,基本没有大的缺位 ,但职能重复与交叉却有

发生 。其中 ,畜牧局主要负责动物检疫和无公害畜

产品的产地认定 ,质监局负责标准的管理和加工企

业的市场准入 ,商务局负责定点屠宰场的准入管理 ,

商检局负责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的管理 ,卫生部门

负责屠宰加工人员的健康管理 、卫生知识培训以及

餐饮业的管理 ,工商部门负责流通领域的监管以及

重大事件的应急预案 、警示发布 ,食品药品监督局负

责食品安全的组织协调 、综合监督和大案要案的查

处等。

为加强食品安全和市场准入管理职能的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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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非常重视相应的配套条件建设 ,建立了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检验中心 、动物疫病监控中心和产

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 。加强了疫病监控体系 、畜

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标准体系等一系列畜

产品安全体系建设 ,实现全市规模饲养场产地检疫

率达 100%,散养产地检疫率达 85%以上 ,病害动物

及产品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通过无公害畜产品

认定的企业达 58家 ,占河南全省总数的 17%,并正

在全市大力推行标准化养殖 ,力争创建全国第 1 个

农业标准化示范市。

3　问题及建议

从对漯河市的调研情况看 ,我们认为 ,该市的畜

产品食品安全及市场准入管理基本可以折射出我国

的总体状况: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是好的 ,但也面临

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些是自身的 ,但关键的还

是国家相关的宏观政策问题 ,是地方所无能为力的 。

3.1　畜产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管理体系相

对滞后 ,亟待完善

尽管我国围绕畜产品安全与市场准入管理方面

进行了一些大量的立法工作 ,但尚不完整 、配套。在

畜牧业生产上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条例 ,如“动

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 、《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管理条例》 、《允许使用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

录》 、《兽医管理条例》等 ,对提高我国畜产品质量安

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提

高和实施质量安全及市场准入管理等的需要 ,上述

办法 、条例等已经不能满足要求 ,其效力距安全畜产

品的生产和管理要求有很大差距。因此 ,管理部门

尤其是企业都急盼国家尽早出台“畜牧法”和“食品

安全法” 。

在管理体制方面 ,食品安全链的不同环节分别

由不同部门负责。由此容易导致职责不清 、政出多

门 、相互矛盾 、管理重叠和管理缺位等现象 ,也不顺

应国际上食品安全体制一体化的管理趋势。为了更

好地协调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国家成立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部门职能交叉和管理活动缺乏一致性的问题。

3.2　畜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准入关键环节管理亟

需规范与统一

目前 ,我国在畜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准入管理

的几个关键环节存在着不适应 、标准不一 ,管理混乱

等问题。一是屠宰环节。目前 ,我国实行的是定点

屠宰制度 ,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许可或审批制 ,由此导

致定点屠宰厂设置过多过滥 ,并产生严重的地方封

锁 。因此 ,建议改为屠宰加工企业的注册认证制度 ,

建立严格的准入认证标准 ,并实行分级注册 ,由此提

高屠宰环节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条件 ,并通过分

级注册 、分级管理 ,打破地方保护 。二是畜产品的市

场流通环节 ,尤其是生鲜肉食的流通 ,各地准入标准

不一 ,准入程序不一 ,有的实际上仍是地方保护主义

或是利益的驱动。这些都阻碍了利用市场机制推进

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作用的发挥 。因此 ,建议尽快

出台畜产品能够覆盖全部环节的全国统一的市场准

入标准 ,以规范各地畜产品质量和市场准入管理 ,形

成全国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有序 、良性市场竞争局

面 。

3.3　畜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准入管理队伍有待加

强

漯河市为加强检疫和定点屠宰关键环节的管理

力度 ,专门为动检和商务部门的定点屠宰管理增批

了人员编制。对规模化的畜产品生产 、加工企业的

检疫管理等可以达到 100%。但还有大量的分散养

殖户 ,管理工作量太大 。而目前乡镇一级的兽医防

疫体系受机构体制改革影响 ,处于极不稳定状态 ,尤

其是疫病情的监报问题 ,存在着很大隐患 。

3.4　标准体系 、检验检测体系 、认证体系建设亟待

加强

规模化 、标准化畜牧生产是保证畜产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条件 。畜牧标准化已在广大地区推行 ,但

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在饲料 、兽药 、加工环节

标准化工作较好 ,在养殖环节标准化工作落后;制定

标准工作积极 ,实施标准落后;标准格式较完整 ,具

体指标落后。为进一步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 ,就必

须完善畜产品生产加工各环节的标准的制定工作;

加大市场管理力度 ,促进企业自觉实施标准;积极引

导企业采用先进的指标 ,与国际标准接轨 。

完善的检验检测体系是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

保障。目前 ,我国在省 、市级政府相关部门投入大量

资金和人力 ,建立了饲料 、兽药和畜产品等检验中

心 ,大大提高了畜产品质量的监测检验的承检能力 ,

为保障畜产品安全作出了贡献 。但也有不少问题 ,

主要包括:企业自检能力较差;用于养殖户的快速检

验检测的产品少 ,检验检测的费用较高 ,养殖户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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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存在政府部门建立的检验检测中心重复设置

现象 ,造成资金浪费 、工作效率低下 。因此 ,应加强

对现有检验检测中心的整合 ,加快检验检测中心的

认证工作 ,使得检验结果能在各地 、各部门相互认

可 ,避免重复检验而造成的浪费 ,减轻企业及养殖户

的经济负担。

认证体系的建设是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实施

畜产品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通过 ISO 认证提高

企业的管理水平 ,通过 HACCP 认证 、QC 认证保障

畜产品的质量安全 ,通过无公害畜产品的产地认定

和产品认证 ,能有效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推行

畜产品的市场准入。目前 ,存在通过认证企业数量

少 、重认证形式轻认证内容等现象 。因此 ,应加强认

证工作意义的宣传工作 ,积极派技术人员联系指导

企业和养殖户开展认证工作 ,对通过认证的企业加

强跟踪监督工作 ,使得认证工作落实到提高畜产品

质量安全的工作中 。

3.5　加强畜产品安全信用体系 、可追溯体系的信息

平台建设

畜产品安全信用体系 、可追溯体系的信息平台建

设是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准入的重要手段。畜

牧养殖和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完整的技术资料档案 、

推行动物免疫耳标制度 ,有利于提高畜产品生产和加

工企业的食品安全意识 、保障畜产品质量。通过畜产

品安全信息平台的建设 ,一方面使得出现畜产品质量

问题时能得到准确 、及时地发现和解决 ,另一方面促进

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效益而注重产

品的安全问题 ,不断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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