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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策划与设计

本阶段主要是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包括教育培训，统一认识；组织落实，拟定计划；确定
质量方针，制订质量目标；现状调查和分析；调整组织结构，配备资源等方面。

1．教育培训．统一认识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是始于教育、终于教育的过程，也是

提高认识和统一认识的过程，教育培训要分层次、循序渐进地进行。

第一层次为决策层，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等领导。主要培训：

(1)通过介绍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发展和本单位的经验教训，说明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2)通过ISO 22000标准的总体介绍，提高按国家(国际)标准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识。

(3)通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素讲解(重点应讲解“管理职责”等总体要素)，明确决策层领
导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中的关键地位和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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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为管理层，重点是管理、技术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与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有关的工作人员。这一层次的人员是建设、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骨干力量，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要使他们全面接受IS022000标准有关内容的培训，在方法上可采取讲解与
研讨结合。

第三层次
为执行层，即与产品安全质量形成全过程有关的作业人员。对这一层次人员主要培训与本
岗位质量活动有关的内容，包括在质量活动中应承担的任务，完成任务应赋予的权限，以
及造成质量过失应承担的责任等。

2．组织落实，拟定计划

尽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涉及一个组织的所有部门和全体员工，但任命一个精干的食品
安全小组是首要的。食品安全小组应具
备多学科的知识
和建立与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范围内的产品、过程、设备和食品安全危害。应保持记录，以证实食品安全小组具
备所要求的知识和经验。具体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成立以最高管理者(厂长
、总经理等)为组长，安全质量主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或委
员会)。其主要任务包括：

(1)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

(2)制订质量方针和目标；

(3)按职能部门进行质量职能的分解。

第二层次：成立由各职能部门主管(或代表)参加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一般由质量部
门和计划部门的领导共同牵头，其主要任务是按照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具体组织实施。

第三层次：成立要素工作小组。根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明确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素的责任
单位，例如，“HACCP计划”一般应由质量部门负责。组织和责任落实后，按不同层次
分别制定工作计划，在制定工作计划时应注意：

(1)目标要明确。要完成什么任务，要解决哪些主要问题，要达到什么目的?

(2)要控制进程。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主要阶段要规定完成任务的时间表、主要负责
人和参与人员、他们的职责分工及相互协作关系。

(3)要突出重点。重点主要是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及关键的少数。这少数可能是某个或某几
个要素，也可能是要素中的一些活动。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AC%AC%E4%B8%89%E5%B1%82%E6%AC%A1
https://wiki.mbalib.com/wiki/%E8%B4%A3%E4%BB%BB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9F%A5%E8%AF%86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8E%82%E9%95%BF
https://wiki.mbalib.com/wiki/%E8%B4%A8%E9%87%8F%E8%81%8C%E8%83%BD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88%86%E8%A7%A3


3．确定食品安全方针，制定和分解食品安全目标

食品安全方针体现了一个组织对
食品安全质量的追求，对顾客的承诺
，是员工食品安全行为的准则和食品安全工作的方向。食品安全方针的要求：

(1)与组织在食品链中的作用相适应；

(2)符合与顾客商定的食品安全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

(3)在组织的各层次得以沟通、实施并保持；

(4)在持续适宜性方面得到评审；

(5)充分阐述沟通； 。

(6)由可测量的目标来支持。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方针的落实，应该在组织的相关职能和层次上建立食品安全目标，目标
应是可测量的，并与质量方针保持一致。

4．现状调查和分析

现状调查和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地选择体系建设重点，内容包括：

(1)体系情况分析。即分析本组织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情况，对照ISO22000标准确定选择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重点。

(2)产品特点分析。即分析产品的预期用途、产品安全特性等。

(3)组织结构分析。组织的管理机构设置是否适应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需要。应建立与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并确立各机构间隶属关系、联系方法。

(4)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能否适应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有关要求。

(5)技术、管理和操作人员的组成、结构及水平状况的分析。

(6)管理基础工作情况分析。即标准化、计量、质量责任制、质量教育和质量信息
等工作的分析。

对以上内容可采取与标准中规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进行对比性分析。

5．调整组织结构，配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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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一个食品企业中除食品安全管理外，还有其他各种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由于历史沿
革多数并不是按食品安全质量形成客观规律来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的，所以在完成落实食
品安全管理
体系要素并展开成对应
的食品安全活动以后，必须将活动中相应的工作职责
和权限分配到各职能部门。一方面是客观展开的食品安全活动，一方面是人为的现有的职
能部门，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一般地讲，一个质量职能部门可以负责或参与多个食品安
全活动，但不要让一项食品安全活动由多个职能部门来负责。目前我国企业现有职能部门
对食品安全管理活动所承担的职责、所起的作用普遍不够理想，总的来说应该加强。在食
品安全活动展开的过程中，必须
涉及相应的硬件、软件和人员配备，根据需要应进行适当的调配和充实。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B7%A5%E4%BD%9C%E8%81%8C%E8%B4%A3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A%BA%E5%91%98%E9%85%8D%E5%A4%87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