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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技 〔2021〕4 号 

 

 

关于开展“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

评价工作模式规范化研究”调研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专家： 

受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委托，我会承担 2020 年“检

验方法类食品安全标准现状调研分析”工作任务。为规范检验

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模式，本着公开、公正、

科学、透明的原则，面向相关单位及领域专家开展调研。 

本次调研以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附件 1），由广州质量监

督检测研究院具体负责实施。调查问卷可直接填写附件 1，或

通过登录以下网址（https://www.wjx.cn/jq/101032480.aspx）

或扫描二维码（附件 2）获取。请结合实际情况和工作经验填

写调查问卷，并将问卷于 3 月 15 日前通过纸质文件邮寄、电

子邮件或在线填报任意一种方式反馈至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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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 

纸质文件邮寄地址：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寻知庆 收

电话：18998399245, 020-83183827（地址：广州番禺石楼潮

田工业区珠江路 1-2 号综合楼 1121，邮编：511447）；电子文

件反馈邮箱：xunzq062@126.com。 

 

附件： 1. 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模

式规范化研究项目调查问卷 

        2. 调查问卷获取二维码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21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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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模式规范化 

研究项目调查问卷 
【填表说明】 

本调查问卷用于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规范研究项目，请根据您的理解与工作经验，

对以下问题进行选择和填写。对于客观题（选择题），分为单选和多选两种，请直接选择您认为合适的

选项。对于主观题，请直接用文字描述您的意见和建议。所有调查资料仅作本研究用并保密，请您放心！

感谢您的支持！ 

第１部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1 您所在市/县/区：                     

2 您所在单位性质： 

①国家行政机关  ②事业单位  ③高校研究所  ④企业  ⑤其他        

3 单位所在行业： 

①检测检验  ②监管  ③生产  ④其他        

4 您的职称： 

①初级（技术员、助理工程师等）      

②中级（工程师、讲师、一级教师等）      

③副高级（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教师等）      

④正高级（正高级工程师、教授、研究员、正高级教师等） 

⑤其他       

5 您从事的工作/研究方向： 

①监管  ②生产工艺  ③检验  ④质量体系/法规  ⑤科研   ⑥其他       

6 您的最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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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专及以下  ②本科  ③硕士  ④博士及以上   ⑤其他      

7 您在本单位/本行业就职的年限： 

①3年以下  ②3-5年  ③5-10年  ④10年以上  ⑤其他（自由职业者、学生等） 

8 您对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是否了解： 

①非常了解     ②了解     ③有一定了解     ④不了解       

企业人员请继续作答，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检验机构技术人员、科研专家及其他人员请跳过本节，直接

进行第二部分作答。 

9 所在企业的性质： 

①国内企业  ②外资企业  ③中外合资  ④中外合作  ⑤其他性质             

10 所在企业的规模：  

①10人及以下   ②10-100人   ③100-300人   ④300人以上 

11 所在企业的营业收入：  

①100万元以下  ②100-2000万元  ③2000-10000万元  ④10000万元以上 

12 所在部门： 

①质量管理部门  ②生产部门  ③法规部门  ④其他           

 

第2部分：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规范建议 

接下来将“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规范”简称为“规范”。 

13 您认为，将规范的整体框架按照“范围、术语和定义、评价目的、评价范围、评价指标、评价结论、

承担单位、评价程序、结果应用”的流程设置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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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若选①或②，请继续进行下面的答题，若选③，请直接跳到21题作答。） 

14 规范的范围，建议内容：规定了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的范围、术语和定义、

评价目的、评价范围、评价指标、评价结论、承担单位、评价程序和结果应用；适用于检验方法类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价。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如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15 规范的评价目的，建议内容：通过调研分析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现状，了解标准使用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本着“科学性、前瞻性、经济性、适用性、匹配性和可比性”原则，对检验

方法标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进行评议评价，给出评议结论，为进一步提高标准工作质量、检验方法类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奠定基础。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如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16 您认为，规范的评价范围， 

1）对实施时间几年的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跟踪评价最为合适？（单选） 

①≤2年   ②2～3年（含）   ③3～5年（含）   ④＞5年   ⑤其他建议             

2）应优先选择以下哪几种特殊情况的标准进行跟踪评价？（多选） 

①应用范围广和/或影响面大的标准 

②实施后各方提出较多不同意见的标准 

③列入相关监管部门重点工作的标准 

④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标准 

⑤其他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规范的评价指标，建议内容： 

1）科学性。检验方法标准是否符合科学性原则。检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新设备的不断创新，自

动化和标准化水平的持续升级，需从检验方法标准原理、操作步骤等方面进行合理评价，确认方法原理

是否过于陈旧、是否有新的检测手段，操作步骤是否规范、科学。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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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2）前瞻性。检验方法标准是否缺失，是否具备可预见性和前瞻性。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

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3）经济性。检验方法标准是否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益。检测行业和生产企业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

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简单、快捷实用的检验方法，跟踪评价尤其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检验经济、时间成本

及企业承受能力。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4）适用性。检验方法标准的检测范围能否满足基础标准、产品标准等标准的要求。您认为该内容

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5）匹配性。检验方法标准的性能指标能否满足基础标准、产品标准等标准的要求，主要包括方法

的检出限、定量限、准确度、精密度、再现性和特异性等指标。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6）可比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和国际标准方法、同一检验方法标准中相同适用范围的多

个检验方法、涉及相同指标的不同检验方法的检测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

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18 规范的评价结论，建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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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订。最终采纳的跟踪评价意见符合“标准制修订建议的提出原则”，建议给出“修订”结论。

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2）修改单。针对各种评价意见涉及技术调整但是技术调整范围不大的标准。若标准已建议“修订”，

可一并解决的，无需进行“修改单”处理。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3）勘误。不涉及技术性调整，多为文本错误、表述不匹配、分子式错误、CAS号错误、上下标错

误等的跟踪评价意见，建议给出“勘误”结论。若标准已建议“修订”或“修改单”，可一并解决的，

无需再给出“勘误”结论。？（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4）转相关单位。已经立项修订的标准，所有跟踪评价意见转交标准立项承担单位；标准存在理解

歧义，内容需要转原制标单位核实。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5）继续有效。标准暂未发现影响使用的问题。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如您选②，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19 您认为，规范的评价程序中， 

1）工作流程分为“意见收集、意见评估、结论输出”三个部分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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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备注：若选①或②，请继续进行下面的答题，若选③，请直接跳到20题作答。） 

2）意见收集部分，内容建议如下：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调查、平台反馈等方式收集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意见，

并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初筛、分类、合并、汇总，形成标准跟踪评价项目清单。 

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如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3）意见评估部分，内容建议如下： 

根据标准跟踪评价项目清单，评审专家组对标准相关跟踪评价意见进行决议，对于无法直接决议的

跟踪评价意见应进行指标验证后再进一步决议。专家协商一致后填写《标准跟踪评价评审表》，并拟定

评审结论。 

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如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4）结论输出部分，内容建议如下： 

跟踪评价工作承担单位应按规定报送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报告。跟踪评价报告应

当真实客观、信息完整、结论准确。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a) 跟踪评价任务来源；b) 跟踪评价方法

与过程；c) 评价结果与结论；d) 意见及建议；e)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您认为该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如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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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规范的结果应用，建议内容：跟踪评价工作承担单位应根据跟踪评价报告，向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检验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勘误、修改单、或制修订建议。您认为该

内容是否合理？（单选） 

①合理   ②部分合理   ③不合理    

如您选②或③，请陈述原因并给出建议：                                            

21 其他意见或建议：                                                   

 

为便于统计信息，请您留下联系方式！ 

您所在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次问卷调查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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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调查问卷获取二维码 
 
 
 
 
 
 
 
 
 
 
 
 
 
 
 
 
 
 
 
 
 
 
 
 
 
 
 

            

抄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存档。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21年2月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