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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食品安全法概述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立法

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保障公众健康

健全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可以提高消费者信心，

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

通过立法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规范市场秩序

立法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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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近年来，根据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不断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修订和完善，

以适应新的食品安全形势。

初步建立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食品安

全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

修订完善
2015年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强化了食品安全监管和法律责任，

提高了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法的发展历程



2024年食品安全法修订要点

完善食品安全标准

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食品安全标准，提

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强化生产经营者责任

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加

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加强监管与执法

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加强执法力

度，提高监管效能。

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鼓励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推动形

成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02 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

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进行监测。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通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确定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的安全性。

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标准，包括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生产

经营规范等。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
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公

众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

预防为主原则



风险管理原则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分
析

01

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研判，确定风

险点和风险等级。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应
用

02

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和政策的

科学依据。

食品安全风险应对措施03

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如加

强监管、开展专项治理等。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04

加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及时向社会公布食品安全风险信

息，回应社会关切。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
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确保食品生

产经营者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能力。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来源可追

溯、去向可追踪。

食品安全自查报告制度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

食品安全召回制度
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行召回，防

止问题食品流向市场。

全过程控制原则



政府监管
加强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确保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社会共治原则

01
行业自律
加强食品行业自律，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提高行业整体素质。

02

社会监督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加强媒体

对食品安全的舆论监督。

03
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食

品安全共治格局，共同维护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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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管



食品安全标准动态调整
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和科学技术发展，适时调整和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

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标准，包括食品中危害人体

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等。

食品安全标准强制执行
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遵守，保证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明确各级政府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

食品安全监管职责

采取许可、巡查、抽检、处罚等多种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

保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等行为，依法追究责

任。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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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对食品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进行风险评估，确定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食品中污染物及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监测信息共享
加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监测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能。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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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与公开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实现食品来源可追、去向可查、责任可究。

食品安全信息公开
依法公开食品安全信息，包括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监督抽检结果等，保障公众

知情权。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与公开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和公开制度，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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