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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2019 年 9 月 23-27 日，印度果阿 

区域内各国食品安全质量状况 

利用在线平台共享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相关信息； 

信息状况和未来计划/前景 

（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编写） 

1. 引言与背景 

1.1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各协调委员会在 2016 年最后一轮会议期间推出了食品监管系统

信息共享在线平台，以取代此前在各协调委员会期间用以共享食品监管系统最新信息的

通函。 

1.2 平台为食典委成员提供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相关的全球信息来源，允许食典委

成员以结构化、系统化方式高效共享信息。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该平台旨在便利

用户获取其他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相关信息。这可以让用户得到启发并有助于促进市场

准入。 

1.3 该平台还为各国提供了评估本国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的机会，同时有机会收集并汇编

食典联络点应该了解的最基本信息。 

2. 平台管理 

2.1 该平台目前由来自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食典秘书处的一支工作人员队伍提供

支持、管理和维护。食典联络点负责收集本国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相关信息并将在该在线

平台发布。只有食典联络点能够上传该国信息。 

2.2 食典联络点分两个阶段上传和提交信息：i）草案，外部人员看不到；ii）正式版本，

除第 F 部分（自我评估问题）保密外，所有人均可查阅。食典联络点全年都可以访问

该 平 台 ， 更 新 概 况 、 增 添 和 / 或 更 改 信 息 ， 并 决 定 应 何 时 公 布 所 提 供 信 息

（http://www.fao.org/fao- who-codexalimentarius/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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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各国的回复情况 

3.1 在亚洲地区，42%的成员国（24个成员国中的10个）利用该平台上传了信息。其中，

8个国家正式公布信息，另外两个国家提交了信息草案。十四个国家从未利用该平台发布

信息。附件1列明利用该在线平台提交信息的国家详细情况和相关状况。 

4. 区域各国的回复情况综述 

4.1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四个国家利用平台上传了其基线资料，但只有 50%的国家

发布了完整信息，其他各国以草案形式提供了不完整信息。令人鼓舞的是，又有另外六个

国家上传并公布信息，尽管其中只有 50%的国家提供了完整信息。 

4.2 亚洲区域成员在加强国家食品监管系统方面的发展和进步阶段各不相同，即：设立

正常运转的国家法典委员会、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风险评估以及科学数据的生成和

使用。食品出口国更有能力提供所要求的信息。附件 2列出成员对通过在线平台提供所要求

信息的回复情况。 

4.3 大多数成员在风险评估以及科学数据的生成和使用方面技术能力有限。尽管大多数

成员表示建有国家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监测系统，但其技术能力、监测水平、现有国家

系统的运行状况以及决策中数据和信息的使用情况等，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数字

信息在国际食品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食典联络点的首要责任是利用在线平台提供

透明、可靠的完整基线信息，并定期更新信息、改进信息质量，让其他成员受益。 

5. 建议 

5.1 考虑到平台成功与否取决于成员国能否上传基线信息并根据需要予以更新，提请

委员会就平台的格式和实用性提出评论和反馈意见，特别有关： 

a. 在线平台是否切合目标？ 

b. 哪些问题妨碍成员国向平台上传信息？ 

c. 对于提交草案的国家，哪些问题妨碍这些国家正式公布信息（继续“公布”信息）？ 

d. 如何改进在线平台使其更切合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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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利用在线平台提供信息的国家名单和相关状态 

国家 上次修改的 
年份 

完整度 缺失信息 状态 

1) 泰国 2018 完整  正式发布 

2) 柬埔寨 2018 不完整 第C、D、E部分 草案 

3) 印度 2019 不完整 第D Q.7部分 正式发布 

4) 不丹 2019 完整  正式发布 

5) 新加坡 2016 不完整 第A Q.2、C、D、

E、F部分 
草案 

6) 马来西亚 2016 完整  正式发布 

7) 韩国 2019 完整  正式发布 

8) 斯里兰卡 2019 不完整 第D Q.7-  
Q.8*部分 

正式发布 

9) 尼泊尔 2019 不完整 第 D Q.7 部分 正式发布 

10) 印度尼西亚 2019 完整  正式发布 

* 未说明实验室的法定权限。 

从未利用在线平台提供信息的国家名单 

亚洲（总计 24 个成员中有 14 个） 

阿富汗 

孟加拉国 

文莱达鲁萨兰国 

中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日本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尔代夫 

蒙古 

缅甸 

巴基斯坦 

菲律宾 

东帝汶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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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成员对食典在线平台所要求提供信息的回复（N=8） 

部分 所要求信息 成员的回复情况 

不丹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 马来西亚 尼泊尔 斯里兰卡 泰国 

A. 国家食典联络点&主管部门 √ √ √ √ √ √ √ √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清单 √ √ √ √ √ √ √ √ 

 主管部门职能 X √ √ √ √ X √ √ 

 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应急联络点 √ √ √ √ √ √ √ X 

B. 食品安全与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 填写粮农组织法律数据库（FAOLEX）链接 

C. 国家食品法典计划         

 国家食典磋商机制 √ √ √ √ √ √ √ √ 

 为国家食典磋商机制提供科学技术建议的有关方 √ √ √ √ √ √ √ √ 

D. 风险评估与科学数据         

 提供风险评估和科学数据的国家机构 NA √ √ √ √ NA √ √ 

 风险评估、风险概况、科学意见 NA NA NA NA √ NA NA NA 

 官方实验室 √ √ √ √ √ √ √ √ 

 法定权限 √ √ √ √ √ √ X X 

E. 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监测         

 国家监测体系——人类食源性疾病 √ √ √ √ √ √ √ √ 

 国家监测体系——食品链中的食源性危害 √ √ √ √ √ NA √ √ 

F. 国家食品安全管控能力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大韩民国         √=已填写          X=缺少        NA=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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