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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食品生产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要求越来越复杂，
产品种类越来越多，生产协作越来越广泛。
而工业的不断发展，农作物生产形式的改变，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环境污染以及食品生产与加工过
程中不恰当的操作手段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如何保证食品既营养又安全，注重健康，关爱生命也成为当今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就必须了解掌握国际食品安全领域法律法规的基本内涵，基本技术要求，通过制定相应法规和标准
，来保证各生产环节的活动，在技术上保持高度的统一和协调，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利益
，保障消费者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准确掌握食品法律法规基本知识，有助于及时修正食品安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预防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有助于解决、消除食品经济活动中贸易障碍及争端，促进食品经济贸易发展，提高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内外食品质量和安全领域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
全面了解掌握食品法律法规相关常识，已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真正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必须掌
握的专业知识。
因此，“食品标准与法规”已成为高等学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一门专业主干课程。
本教材在内容上和编排上较为全面，编者参考了国内外相关领域资料，就目前国内外食品法律法规体
系特点、定义范畴、管理内涵、技术分类及基本要求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教材中理论知识力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全书条理清楚、内
容丰富、通俗易懂。
结合食品安全具体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使学生能围绕国内外食品安全领域法律政策体系，
很好了解其实质内涵，对全面掌握食品法律法规相关常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本教材共分12章。
第1章由郑艺梅、王世平编写；第2章由冯力更、叶华编写；第3章由侯玉泽编写；第4章由李道敏编写
；第5章由王增利、张泽俊编写；第6章由曹冬梅编写；第7章由王世平、陈湘宁编写；第8章由张海英
、陈志红编写；第9章由杨勇编写；第10章、第11章由杨富民编写；第12章由佟世生编写。
全书由王世平教授修订、统稿。
本教材能够得以顺利出版，是全体编委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包含着科学出版社编辑们的辛勤工作
，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虽然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均为多年从事食品质量管理与检验的教学与实践的专业技术人员，但由于食
品法律法规不断制定、更新发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加之对法规常识的理解和编写水平有限，书
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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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全面、系统地对国内外食品法规体系及标准的相关内容、要求进行了阐述。
全书共分为12章，书中既有对法规体系理论性内容的阐述，又有实践案例的解释，特别是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特点、要求及近年来国内外食品安全法规及管理体系发展要求进行了较全
面的描述，有助于对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掌握。
    本书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各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食品质量管理部门、食
品检验机构、食品企业及有关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人员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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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世平，男，1959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所学专业：仪器分析、食品化学、环境微生物。
1979.9-1983.7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学习；1983.9-1985.7在东北农业大学化学系在职学习
；1986.7-1986.8在香港美国贝克曼仪器公司学习；1990.9-1992.7在吉林大学环境科学系研究生班学习
；2000.3-2000.6 应美国公职化学学会邀请参加在佛罗卫达洲新奥尔良召开的国际分析化学技术应用学
术会，并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PE公司等地考察学习。
曾任东北农业大学中心实验室主任兼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教学、科研及相关的实验技术与管理、大型精密仪器及分析技术开发与应用、垃圾分类与处
理技术等工作。
主持的黑龙江省科委攻关项目“牛奶掺杂检验技术及相应检测手段研究”于1994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黑龙江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的黑龙江省科委攻关项目“氨基酸螯合物的研制与开发
”于2002年获中国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的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硒酵母的培养分析及应
用”于1999年获黑龙江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的黑龙江省科委项目“天然沙棘色素提取应用研
究”分别于2001、2002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及黑龙江省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的研究生
仪器分析实验及多媒体教学改革等项目于1998年分别获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科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优秀奖。
现主持哈尔滨市“十五”攻关项目《垃圾中有机质应用与开发》、参与国家“863”《十五垃圾生物堆
肥示范推广应用》。

在《Int．DairyJournal》(美国)、《中国乳品工业》、《现代分析仪器》、《微量元素与健康》、《食
品科技》、《食品研究与开发》、 《饲料研究》等国内外各类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主编出版《现代仪器分析原理与技术》(全书42万字)、《付里叶红外光谱技术与应用》 (全书25万字)
、《牛奶冰点下降检验技术》(全书15万字)三部著作，主编黑龙江省实验技术培训教材(黑龙江省人事
厅) 《化学生物类》、《物理电学类》。
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和企业标准两部GB-5409附录B《牛奶冰点下降检测方法》、Q／DMS 001-2000《
有机肥料》；主审出版《现代农业仪器分析技术与应用》；共指导研究生6名。

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高等仪器分析》、《生态农业与绿色食品》、《微量元素的调控与代谢》、
《产品质量检验与认证》、《环境生物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与应用）》，为本科生开设选修课
：《光谱学与色谱学》、《生物样品处理与制备技术》、《产品质量检验与认证》、《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普通仪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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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遵循消费者至上的基本原则，实施各部门协调一致的食品安全管理策略。
随着食品生产与贸易的全球化，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越来越强。
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遵循了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基本原则：把消费者健康保护和利益放在
最高地位，食品生产与加工企业对食品安全负有全部责任，在保护健康和保障安全中应用预防性原则
（在不确定风险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预防性措施），食品安全管理必须是高效的、透明的、可靠的。
其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策略是：法规管理机构的一致性；风险管理与风险评估的一致性；利益相关者
责任的一致性；各部门协作的一致性；公众的积极参与性。
（2）欧盟遵循法规为指导依据，建立层次分明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
欧盟委员会签署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指令，2006年1月1日欧盟食品安全一系列法规全面生效，食品安全
的监督管理成为一个统一、透明的整体。
法规要求欧盟的每个成员国在2007年1月1日建立和实施对于食品和饲料的国家控制计划。
（3）遵循信息公开透明度原则。
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过程中，风险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欧盟为了增强食品安全工作的透明度，将食品安全管理局实施的环境风险评估、人类与动物健康安全
风险评估结果以及其他的一些科学建议向公众公布，管理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也允许公众参加，并邀请
消费者代表或其他感兴趣的组织来参观管理局的一些活动，使公众可以广泛获取该局掌握的文件和信
息。
（4）以风险评估为科学依据，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根据CAC和欧盟关于食品安全管理要以科学为依据的原则，各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均基于科学研究
的结果，即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
设立了专门且独立的部门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把风险评估结果如实提交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
理部门依照风险评估结果，进行风险管理，这些管理活动包括标准、法律和实施指南的制定、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处理等。
（5）以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为前提，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构。
但是食品安全还牵涉其他管理部门和科技部门，同时消费者协会、食品业协会也与食品安全管理密切
相关，即所谓的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它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实施食品安全管理的
重要前提。
在德国，食品安全管理链上有联邦消费者保护、食品与农业部、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联邦
消费者与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联邦研究中心等机构。
在州一级还有地区政府与委员会、食品与兽医监测部门以及消费者和企业。
上述各部门或个人之间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要么执行计划，要么提供数据，相互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
它们的合作和交流由联邦消费者保护、食品与农业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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