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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有错必纠，及时召回不安全食
品，坚持防范于未然，风险最小化

 项目11食品安全追溯与食品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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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召回制度最早起源于1960年美国汽车伤人案件，后来应

用到可能对大众造成伤害的食品、药品领域；

Ø 召回本身具有防患于未然的特点，是一种事前救济；

1.召回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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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回的食品是不安全食品

Ø 不安全食品：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

品以及其他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

Ø 《食品安全法》规定，需要召回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或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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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品召回的实质

Ø 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发现或知悉

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后，采取停止经营、召回、处置的

措施。

Ø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不安全食品停止生产经营、

召回和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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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品召回制度的特点

Ø 预防性：让不安全食品带来的危害控制在最小甚至防止危害

发生

Ø 安全性：食品召回制度是保障食品安全重要法律制度；

Ø 时限性：一旦发现不安全食品，必须在有限的召回期限内将

食品召回；

Ø 无偿性：食品一旦被确定为食品召回范围的不安全食品，必

须无偿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召回，并承担相应经济损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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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品召回制度的意义

（1）规范食品市场，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2）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健康

（3）食品安全责任社会发展的需求

（4）提高企业诚信和竞争力



萌
芽
期

1995年修订《食品卫生法》第4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第43条规定：“违反本
法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营养、卫生标准的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
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

探
索
期

u2002年上海通过《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次明确规定商品召回制度。第33条规定：
“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消
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中止、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服务；商品已售出
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

u2003年北京市实施《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25条规定：“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
经检测确定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责令生产者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追回……生产经
营者发现自己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应当立即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追回或者收回……”

u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8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
导意见》，首次提出建立食品召回制度。

u2004年5月针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教训，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严查影响或危及人体健康的不合格食品，强化进出口食品监管力度，
教育和督促企业对已销售缺陷食品主动召回，建立健全质量追溯、封存报告、销毁、食品购销档
案等制度，对食品召回制度进行探索。

6.食品召回制度立法状况



探
索
期

u2006年上海市食药监局颁布《缺陷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试行）》，参照发达国家食品召
回制度制定系统、具有操作性的食品召回地方法规。

u2007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出台，第一次从行
政法规中提及食品召回。

u2007年8月国家质检总局出台《食品召回管理规定》，是第一部国家层面针对食品召回
的规章，使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在规范化、法制化道路上迈开坚实的一步。共有5章45条，
主要包括食品召回的管理体制、食品安全信息管理、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评估、食品召回
实施（主动召回、责令召回、召回结果评估与监督以及召回食品后处理）、法律责任等。

建
立
期

u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施行，进一步以法律条文形式明确建立国家食品召回制
度，对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的责任和监管部门的职责做了规定，保证食品召回的可操作性。

u2009年7月20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施行，明确召回食品的处置，并规定将食品生
产者召回、食品经营者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情况，记录食品生产经营者食
品安全信用档案。                                                                                                                                                                                                                                                                                                                                                                                        

6.食品召回制度立法状况



       第六十三条 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
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
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
知情况。       

       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
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食品生产者认为应当召
回的，应当立即召回。由于食品经营者的原因造成其经营的食品有前款规定情形
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召回。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召回的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防止其再
次流入市场。但是，对因标签、标志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
食品，食品生产者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销
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食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报告；需要对召回的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销毁的，应当提前报告
时间、地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必要的，可以实施现场监督。

       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规定召回或者停止经营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关于贯彻落实食品召

回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
 

6.食品召回制度立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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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总则    目的 范围 主体 监管机构

停止经营  生产经营者 网络交易平台 交易市场等

  召 回   分类、分级、计划、公告、时限

  处 置   补救 无害化处理 销毁

监督管理  通知 调查 检查 报告 评价 预警

法律责任  责令改正 警告 罚款

    附 则

主要内容

2015年3月11日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毕井泉局长签署发布总
局令12号，发布《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并于2015年9月1日实施。



目
的

范
围

主 体

监
管
机
构

l加强食品生产经营管理
l减少避免不安全食品危害
l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ü实施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
l建立相关管理制度、收集、分析
食品安全信息
l依法履行停止生产经营、召回、
处置义务

总 则

l中国境内
l停止经营
l召回
l处置
l监督管理 l国家食药总局

l县级以上食药监管部门



点击
更换

化学

生物

医学

食品

法律

u县级以上食药监管部门组
织建立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食品安全专家库
u提供停止经营、召回、处
置专业支持

 毒理

n鼓励和支持食品行业协会
加强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
范，引导和促进食品生产经
营者履行义务

n 鼓励和支持公众进行社
会监督

专家库

总 则



停止生产经营

食品生产经营者
       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
产经营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
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
采取通知或者公告的方式告知
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停止生产
经营、消费者停止食用，并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控食品安全风
险。

食品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
食品经营柜台的出租者、食
品展销会的举办者

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发现食品经营者经营的食品
属于不安全食品的，应当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相关
经营者停止经营不安全食品

发现网络食品经营者经营的食
品属于不安全食品的，应当依
法采取停止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等措施，确保网络食品经营者
停止经营不安全食品

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的不
安全食品未销售给消费者，尚
处于其他生产经营者控制中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追回
不安全食品，并采取必要措施
消除风险



依法需要召回食品的情形主要有：

1、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监督抽检中
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2、违反《食品安全法》第34条规定的食
品；

3、违反标签标识规定要求的食品；

4、经风险评估证实存在可能危害人体健
康的食品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
全标准规定需要召回的食品，均应依法
召回。

召回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12811410402300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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