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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体情况

2011 年，我局积极推进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组织保化产品“亮剑”行动和突击行动，开

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交流，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化工作，妥善应对处置“染色馒头”、“塑

化剂”等食品、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圆满完成世游赛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认真贯彻落实食品

安全地方立法，研究修订一系列法规、政策、工作制度和技术标准；进一步夯实科技支撑体系，

加强监管队伍能力建设，有效防控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以及保化产品安全事件，确保全市餐

饮服务食品和保化产品总体安全可控。

2.2  日常监管

2.2.1  行政相对人基本情况

2.2.1.1　上海市餐饮服务许可证（含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持证情况（共 61561 户）： 

 

上海市餐饮服务许可证持证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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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上海市持有食品卫生许可证 ( 保健食品 ) 单位共 62 户；完成保健食品注册初审 38 件，

其中初次注册 12 件，技术转让 7 件，变更 4 件，再注册 15 件。

2.2.1.3　上海市持有化妆品卫生许可证单位共 256 户；延续特殊用途化妆品批件 102 件；

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 3185 件。

2.2.1.4　上海市定点生猪屠宰场 15 家、牛屠宰厂 1 家。

2.2.2　食品抽检情况

2.2.2.1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情况

2.2.2.2　监督抽检情况

 

2.2.2.3　食品化妆品快速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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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监督检查及行政处罚

 

2.2.4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情况

2011 年完成食品安全企标备案共计 1443 项，其中新制定标准 1219 项，修订 35 项，修改

183 项，注销 6 项，在规定时限内向相关委办局发送已备案企业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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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保健食品广告审批及监测处理 

2.2.6　集体性食物中毒

2011 年，上海市共发生 8 起集体性食物中毒，中毒 201 人（无死亡），食物中毒发生率为

0.87/10 万，控制在较低水平。与 2010 年同期的 10 起 298 人相比，中毒起数和人数分别下降

20% 和 32.55%。8 起食物中毒除 1 起是无证餐饮单位引起外，其余 7 起的肇事单位均为有证的

餐饮服务单位，其中公共餐饮单位 5 家，学校食堂 1 家，盒饭生产单位 1 家；从发生原因来看，

生熟交叉污染 3 起，熟食加工储存不当、从业人员带菌操作各 1 起，另 3 起原因不明；从致病

因子来看，除 3 起未查明病原物质，1 起为亚硝酸盐引起的化学性食物中毒外，其余 4 起均为

细菌性的，其中副溶血性弧菌 3 起，蜡样芽胞杆菌 1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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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重大活动保障

2011 年，上海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承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

其中市级保障 11 项次。在各种市级保障中共出动监督人员 1606 人次，保障餐次 952 次，保障

就餐人数达 4043488 人次，实施保障前食品检测 17376 件。未发生一起与重大活动供餐单位有

关的食品安全和食物中毒事件。

2.2.8  专项行动

2011 年，我局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产品、重大节日和薄弱环节组织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

通过开展集中检查、突击检查等形式，发现并及时消除食品、化妆品安全隐患，规范经营行为，

进一步提升食品、化妆品安全水平。

其中，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专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局结合上海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重点和实际，组织全市各

级食药监管部门开展打击非法添加、屠宰场猪血等一系列专项整治工作，并且会同市教委、

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开展学生集体用餐和企事业单位及工地食堂专项检查。通过开展严厉打

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上海市履行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实行食品添

加剂专门管理、食品添加剂备案、公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餐饮服务单位比例分别较工作开展

之初提高到 96.78%、98.58%、97.45%、98.89%。通过屠宰场猪血的专项整治，屠宰场均与

猪血回收公司签订有效合同，承诺猪血不再从屠宰场流入餐饮服务单位，不直接用作食用血。

通过对学生集体用餐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及工地食堂专项检查，大大地减少了集体性食物中毒

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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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圆满完成世游赛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2011 年 7 月 16 日～ 7 月 31 日，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在上海隆重举办。本次赛事

共有 17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4903 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官员，以及 1000 多名境内

外新闻记者参加。这是国际泳联世锦赛首度落户中国，也是上海迄今为止承办的规模最大、人

数最多和规格最高的世界单项大赛。我局组织开展了严谨细致和卓有成效的世游赛食品安全保

障工作。在赛事筹备前期，面对接待酒店多且均为非封闭性管理，涉及运动员食源性兴奋剂风

险，以及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部分国家对此次世游赛食品安全担忧等压力和困难，我局积

极应对，联合市工商、农委、质量技监、出入境检验检疫和公安等部门共同协作、精心组织，

对接待酒店用餐、比赛场馆用餐和供赛猪肉产品指定供应商开展食品安全保障，共监督保障 18

家接待酒店参赛人员用餐 880 餐次、约 400 万人次，比赛场馆 VIP 用餐 16398 人次，媒体人员

用餐 9375 人次，工作人员用餐 23 万人次，观众用餐 3.5 万人次，圆满完成了世游赛确定的食

品安全保障任务，实现了食品安全零事故、食源性兴奋剂零事件、食品消费零投诉的工作目标。

2.4  完善餐饮服务监管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许可工作，我局修订《上海市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并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为规范中央厨房的许可，制定中央厨房许可要求并纳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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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的修订，制定中央厨房禁止配送的高风险食品目录等一系列配套

文件，进一步细化上海市餐饮服务许可管理规范和审查标准，明确许可工作要求。

为深入了解上海市餐饮服务单位食品添加剂的采购、使用和食用油采购、使用和废弃油脂

回收处理情况，为制定监管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我局结合上海市实际，突出重点行业、重点食品，

加强巡查、从严查处，加大餐饮服务环节食品监督抽检力度，编写《上海市餐饮服务食品添加

剂使用指南》。同时，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餐饮服务单位食用油质量安全状况调查，根据调

查结论编制《餐饮服务单位食用油使用指南》，规范上海市餐饮服务食品添加剂和食用油使用

行为，切实提高上海市食品添加剂、食用油的食品安全水平。

2011 年对上海市各类餐饮单位实施量化分级管理率达到 81.09%（尚未实施量化分级管理

的单位主要为持临时许可证和取得许可证未满一年的新企业）。其中，公共餐饮单位量化分级

占总数 79.25%、集体食堂占 84.22%、学校食堂占 97.95%、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占 77.36%。具体

评定结果为 A 级、B 级、C 级的单位，分别占已实施量化分级管理总数的 10.12%、79.50%、

10.38%。其中，各实施量化分级的单位类别中，评定结果为 A 级比重较高的有学生盒饭、学校

食堂、托幼食堂、特大型饭店；评定结果为 C 级比重较高的有快餐店、建筑工地食堂、小型饭店。

全市共有 48415 户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实施了监督结果公示制度，实施率达到 78.65%（尚

未实施监督结果公示的单位主要为持临时许可证和取得许可证未满一年的新企业）。其中，

公共餐饮单位实施监督结果公示单位占总数的 82.50%、集体食堂占 66.66%，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占 61.60%。评定结果为“良好”（笑脸）、“一般”（平脸）、“较差”（哭脸）分别占

22.32%、68.66% 和 9.02%。

2.5　快速应对处置食品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

2.5.1  “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

针对“染色馒头”、“塑化剂”、“罗丹明 B”火锅底料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我局迅

速开展对上海市餐饮服务单位专项监督检查，对可疑产品进行针对性抽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

企业，予以行政处罚，并根据卫生部要求，对邻苯二甲酸酯类开展应急监测，共对饮料、乳品、

方便面、油脂、食品添加剂等 10 大类 421 件食品进行 DEHP、DBP、DINP 等 17 种邻苯二甲酸

酯类监测，对监测结果及时召开专家会议，并向卫生部报告。

2.5.2  “纽悦伊人”化妆品安全事件

根据化妆品不良反应投诉和前期调查摸底情况，我局制定《关于对“纽悦伊人”美容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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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开展专项检查行动的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纽悦伊人”专项检查行动，共查获涉嫌违

法产品 “New York 亮肤精华液 851”和 “New York 痘痘美肤精华液 681”各 6 个批次 , 均予以

行政处罚。同时，形成专报上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即在全国范

围内下发立即停止销售“New York 痘痘美肤精华液 681”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加强

对祛痘类化妆品的抽查力度，一旦发现违法违规添加情况的产品，一律下架。

2.6　保化产品安全监管工作保持高压态势

2.6.1  “亮剑行动”剑指食品药品领域犯罪

为整肃、净化上海市保健食品市场，精准、深入地打击保健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的案件，

我局以市公安局、市食药监局等四部门“亮剑”行动为契机，成立“718”专案组，专司负责食品、

药品大案要案查办工作，并与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建立每周定期会商机制，共同研究、部署、侦

办违法犯罪案件。专案组成立至今，先后组织开展保化“突击四号”、“突击五号”等集中专

项行动，会同公安部门数次远赴外省市摸底侦查，取得了良好战果。自 2011 年 6 月开展“亮剑”

行动以来，我局与公安部门在保健食品领域已联合执法 24 次，出动执法人员 286 人次，立案

查处 59 起保健食品违法案件，罚没款约 158 万元；移送案件 7 起，控制涉案人员 28 人；移送

线索 33 次，涉案产品 462 件。通过全力侦破一批大案，依法严惩一批违法分子，捣毁一批窝

点和产业链，形成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2.6.2  开展保健食品批发市场源头专项治理

2011 年 6 月，我局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上海市凯旋门、福佑路保健食品批发市场为期半

年的专项治理，通过专项治理，达到场内交易全面规范、场外交易严密受控和长效监管机制全

面建立三个方面的目标。通过采取全市联动、外围倒逼、暗访侦查、飞行检查、行刑衔接等措施，

形成全市共同打击违法产品销售的局面，加强违法保健食品源头监管。

2.6.3  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2011 年，我局开展美容美发行业化妆品安全、美白、祛斑类及含滑石粉的爽身粉类化妆

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通过采取“检查、指导和宣贯”相结合原则，对涉嫌违法经营行为的美

容美发企业，美白、祛斑类及含滑石粉的爽身粉生产经营企业立案查处，按照建立长效机制的

要求，制定美容美发单位化妆品经营使用须知，加强对美容美发行业的宣传教育和监管。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减肥类和抗疲劳类保健食品专项抽检工作。共出动监督员 612 人次，

检查各类保健食品经营单位 306 户，对 675 件减肥类和抗疲劳类保健食品开展快速检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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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违法产品 98 件，经实验室确认有 57 件为违法添加，共对 37 户保健食品经营单位实施行

政处罚。

2.6.4  树立行刑衔接典范，严惩违法犯罪分子

根据国务院六部委文件要求，我局对保健食品违法添加案件一律向公安部门通报案件线索，

全年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案件 4 件。其中 2011 年 4 月，闸北分局会同闸北公安分局成功破获一起“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团伙犯罪案件。这是上海市行刑衔接严厉打击保健食品领域违

法行为的典型案例。共查获违法保健食品 4089 件，案值约 20 余万元，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4

名。该案例已在 7 月 9 日的《新民晚报》社会与法栏目和 7 月 27 日中央电视台 2 套财经频道《消

费主张》栏目播出，引起社会各界较大反响。

2.6.5  率先启用保化快检创新手段

2011 年年初，我局在全国范围内率先配备保健食品、化妆品快速检测设备和现场比对系统，

并通过保健食品专项快检行动，将新技术应用于实战，全面推广和试运行。通过创新手段强化

保健食品监管的技术装备，通过新技术应用控制突出问题，快速有效地提高违法保健食品的发

现率，及时在第一时间内对可疑产品进行现场控制，为查处违法行为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提

升和展示了食品药品监督队伍运用科技手段监管的良好公众形象。

2.7   全面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工作

2011 年，我局食品安全评价中心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交流的基础工作，

发布了《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合同实验室管理办法》、《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指

南》、《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项目管理办法》和《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秘

书处工作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完善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的构建，多次邀请卫生部、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等专家进行指导和培训，积极做好人才梯队的培养，全面提升上海市风险评

估的能力和水平。完成的《2005-2011 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绩效评估》和《2007-2011 年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绩效评估》，获得卫生部专家高度评价。

2011 年，评价中心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开展了“小麦粉中呕吐毒素”、“馒

头事件涉及化学添加物”、“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等 8 项应急监测和评估，为食品安全应急处

置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积极推进上海市居民膳食调查项目。全年组织社会单位完成 2010 年

度立项的 21 个风险评估项目并形成专报，并形成 2011 年度 27 个风险评估项目立项。

根据食品安全评估结果发布食品安全预警 4 次，并及时将风险监测和初步评估意见通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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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技监、工商、农委等监管部门，主动加强与上海市相关部门和领域专家的风险交流，加强与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国家局等专家的风险交流，有效提升上海市食品安全水平。

2.8   深入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化工作

2011 年，我局积极推进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一是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审核工作，发布《上海市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审核指南》，修订《上海市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

使用文书规范》，编写普通食品、包装材料、添加剂、保健食品等企业标准参考模板，建立备

案工作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和督察制度，不断开发企标备案信息管理系统功能等，率先在全国建

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管理体系。全市全年共完成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 1443 项。

二是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项目管理，起草《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和《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制度》（草案），完成 2010 年

立项的 18 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跟踪调研，其中 3 项标准已完成报批稿，4 项标准已完成送

审稿，公开征集 2011 年地方标准立项建议并经审查和网上征集意见形成 2011 年制修订计划，

8 项地标列入。三是积极推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及清理工作，完成 10 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制修订清理项目的报批稿，并承担 1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修订项目。

2.9  大力推进和使用科技监管手段

在全国率先开发供餐饮服务单位和食药监督部门共同使用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该系统具

有实现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原料供应商证照和票据电子化贮存、传送和管理；实现食品原料进货

台账信息管理；实现餐饮服务单位食品留样信息化管理；实现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连锁餐饮单位食品配送信息化管理；实现餐厨废弃物和废弃油脂信息化管理；实现餐饮服务单

位向监管部门申报大型宴席；实现上述食品安全管理信息化实时查询和统计报表分析等八大主

要功能。目前全市 300 家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企业、连锁餐饮单位等重点行业已注册免费

使用该溯源系统。预计 2012 年全市将有 2 万家餐饮服务单位使用该系统。该系统开发运用将

进一步提升上海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效能，使餐饮服务单位食品采购索证索票工作逐步规

范化、系统化，实现食药监督部门与餐饮服务实时信息沟通与交流，以及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原

料和废弃物管理实时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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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全面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培训工作

2011 年，我局全面开展餐饮单位食品从业人员规范化培训和考核。全市全年共有 16535

人次参加食品安全规范化培训，其中食品卫生管理员 4393 人次、主要负责人 5997 人次、关

键岗位操作人员 6145 人次。全市有 14023 人通过网络在线考核，取得培训合格证明，其中食

品卫生管理员 3689 人、主要负责人 5088 人、重点环节操作人员 5246 人，考核总体合格率为

84.8%。

2.11   开展食物中毒调查处置模拟演练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2011 年 5 月我局成功举行全局系统的食物中毒调查处置模拟演练。

本次演练充分发挥我局现有的应急指挥系统，采用视频推演方式，针对监管人员在以往实际调

查处置中存在的问题，设计食物中毒现场调查处置、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以及食物中毒

综合分析（撰写报告）3 个模块。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提高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应对突发食品

安全事故的组织指挥、协调配合、快速反应和高效处置的能力，提高监督员的实战能力及综合

素质，为把食药监系统锻炼成一支行动迅速、素质过硬、作风干练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打下了

扎实基础。

2.12   扩大细菌性食物中毒预警信息发布渠道

我局和市气象局联合研发的细菌性食物中毒预警系统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上的空白。该

系统运行二年多来，在预防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 年，预警信息

的发布渠道和受众范围进一步扩大，IPTV 和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相继成为发布平台，使预警信

息覆盖 IPTV180 万用户以及全市的公共交通、楼宇、水上巴士、旅游集散中心等 32000 个移动

电视收视终端，第一时间将食品安全信息更广泛地传播至广大市民，进一步扩大预警信息的受

众面。粗略估计，每天有超过 1500 万的市民可通过 IPTV 和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看到有关细菌

性食物中毒的预警信息，为保障上海市食品安全、维护市民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2.13  市民对食品安全现状评价情况

2011 年，我局和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调查了市民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情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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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的结果如下：

一是市民食品安全知晓率稳步提高。市民食品安全知晓率是衡量市民食品安全意识的重要

指标。调查反映，2011 年市民食品安全知晓度总体得分 80.7 分，同比提高 1.1 分，比 2006 年

提高 4.5 分。

二是预期未来食品安全形势趋好。调查问及“今后一段时期，本市食品安全水平将会怎样

变化时”，市民选择“明显提高”的比例占 19.3%，选择“有所提高”的比例占 63.4%，两者

合计达 82.7%，比上年高出 12.8 个百分点，表明市民对上海市未来的食品安全环境信心正在回升。

三是市民遇到及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调查反映，市民认为最常遇到的问题依次为：“虚

假或夸大宣传”（占 46.7%）、“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占 43.3%）和“食品在保质期内变质”

（占 38.3%）；市民认为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前三位分别是：“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占

47.7%）、“地沟油”（占 20.1%）和“出售病死牲畜肉”（占 10.7%）。

四是市民创建食品安全环境意愿高。调查反映，市民愿意主动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比例超

过 85%，其中愿意参与“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的占 91.8%。

 

2.14  投诉举报

2011 年，我局共处理举报投诉 8366 件，其中食品类 7970 件，化妆品 118 件，其它 278 件。

立案查处 976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