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栏目总览 

 

目录 
一、质量要闻 ........................................................ 2 

1.1 国家 ..................................................................................................................................2 

1.2 区域·地方 .........................................................................................................................2 

1.3 行业 ..................................................................................................................................2 

2020 年食用农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不合格情况权威统计 ...................................2 

各地公安交管、市场监管部门严查货车安全检验违规行为 停止采信违规安检

机构检验报告 ............................................................................................................................6 

二、质量热点 ........................................................ 7 

三、权威观点 ........................................................ 7 

韩正：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推动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 ..........................................7 

药监局：重拳治乱，合力严守食药安全底线 ................................................................8 

四、国际动态 ........................................................ 9 

欧洲标准化战略 2030(翻译) ................................................................................................9 

 

  

  

 

  



一、质量要闻 

 

1.1 国家 

 

1.2 区域·地方 

 

1.3 行业 

2020 年食用农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不合格情况权威统计 

http://www.chinatt315.org.cn/rdgz/2021-2/22/220674.html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绿色发展、标准引领和质量安全监

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对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问题依然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食用农产品的抽检力度，

依法及时公开发布了一大批抽检不合格信息。我们对 2020 年市场监管总局及各省市场监管

局发布的 1031 期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报进行了汇总。需要说明，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主要是

针对市场销售环节，目前还难以溯源到具体产地，但可以让我们引以为戒，有针对性地加强

监管。 

依托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分析团队，我们对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市场监管总局

官网及各省市场监管局官网上发布的 1,031 期关于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进行了分析汇总，

不完全统计共 14,295 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不合格 3,799批次，占比 26.57%。从食用农产

品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不合格情况看，蔬菜和水产品不合格问题最多，其中腐霉利、4-氯苯氧

乙酸钠、毒死蜱等农药残留超标，恩诺沙星、氧氟沙星等兽药残留超标和重金属镉污染占比

较高；从食用农产品销售地看，河南省、重庆市、山东省检出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批次最多。 

一、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情况概述 

蔬菜和水产品为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主要类型，占比超过 70%。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

格共计 3,799批次，其中蔬菜 1,673批次，占比 44.04%；水产品 1,148批次，占比 30.22%；

畜禽产品 803批次，占比 21.14%；水果 119批次，占比 3.13%；生干坚果及籽类产品 51批

次，占比 1.34%；豆类产品 5批次，占比 0.13%（详见图 1）。 



 

图 1 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产品类型占比 

2020年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批次呈波动趋势。从不合格情况公布时间分析，11月和

4月公布的不合格批次相对较多，分别达 643批次和 511批次（详见图 2）。 

 

图 2 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数量月度分布 

河南省、重庆市、山东省为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最多的销售地。河南省食用农产品

抽检不合格 411批次，蔬菜 180批次、水产品 101批次；重庆市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 402

批次，蔬菜 236 批次、水产品 55 批次；山东省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 339 批次，蔬菜 174

批次、畜禽产品 112批次（详见图 3）。 

 
图 3 各省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数量分布 

二、蔬菜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情况分析 

腐霉利、4-氯苯氧乙酸钠、毒死蜱等农药残留超标为蔬菜产品抽检主要不合格项。其

中腐霉利残留超标 352 批次，全部从韭菜中检出；4-氯苯氧乙酸钠残留超标 281 批次，主要

从黄豆芽、绿豆芽中检出；毒死蜱残留超标 245批次，主要从芹菜、普通白菜中检出。从蔬



菜上禁用农药检出情况看，排在前五位的包括：毒死蜱，检出 245批次；克百威，检出 130

批次；氧乐果，检出 108批次；甲拌磷，检出 56批次；氟虫腈，检出 34批次（详见图 4）。 

 

图 4 市场销售蔬菜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项数量分布 

韭菜、豆芽、芹菜为农药残留超标最多的蔬菜产品。526批次韭菜检出有农药残留超标，

其中腐霉利残留超标 352 批次、镉被检出 70 批次；347 批次豆芽检出农药残留超标，其中

4-氯苯氧乙酸钠残留超标 280 批次、6-苄基腺嘌呤残留超标 59 批次；267 批次芹菜检出农

药残留超标，其中毒死蜱被检出 146批次、甲拌磷被检出 42 批次。另外，抽检不合格频次

较多的蔬菜还有豇豆和白菜，豇豆中克百威被检出 52批次，灭蝇胺被检出 51批次，白菜中

毒死蜱被检出 45批次（详见图 5）。 

 

图 5 市场销售蔬菜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产品数量 TOP10 

重庆市、河南省、山东省为蔬菜产品抽检不合格最多的销售地。重庆市抽检不合格 236

批次，其中韭菜 70批次、芹菜 39 批次；河南省抽检不合格 180批次，其中韭菜 82批次、

豆芽 47批次；山东省抽检不合格 174批次，其中韭菜 72批次、豆芽 52批次（详见图 6）。 



 

图 6 各省市场销售蔬菜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数量分布 TOP10 

 
图 7 市场销售畜禽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项数量分布 

三、畜禽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情况分析 

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磺胺类等兽药残留超标为畜禽产品抽检主要不合格项。其中，恩

诺沙星残留超标 193批次，主要从鸡蛋、鸡肉中检出；氟苯尼考残留超标 141 批次，主要从

鸡蛋中检出；磺胺类残留超标 94 批次，主要从猪肉、鸡肉中检出。需要注意的是克伦特罗

检出 83 批次，主要从牛肉、羊肉中检出，表明“瘦肉精”问题还是比较突出。从畜禽类禁

用兽药检出情况看，排在前三位的包括：氧氟沙星，检出 60批次；五氯酚酸钠，检出 32批

次；呋喃唑酮代谢物，检出 31批次 （详见图 7）。 

鸡蛋、鸡肉、猪肉等畜禽产品兽药残留批次最多。249批次鸡蛋检出兽药残留超标，其

中氟苯尼考、恩诺沙星残留超标批次最多；162批次鸡肉检出兽药残留超标，其中恩诺沙星、

磺胺类残留超标批次最多；108批次猪肉检出兽药残留超标，其中恩诺沙星、磺胺类残留超

标批次最多（详见图 8）。 



 
图 8 市场销售畜禽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产品数量 

山东省、河南省、重庆市为畜禽产品抽检不合格批次最多的销售地。山东省 112 批次

畜禽产品抽检不合格，其中鸡蛋、牛肉各 29 批次；河南省 106批次畜禽产品抽检不合格，

其中鸡蛋 32批次、羊肉 17批次；重庆市 79批次畜禽产品抽检不合格，其中鸡蛋 19批次、

猪肉 13批次（详见图 9）。 

 

图 9 各省市场销售畜禽类食用农产品抽检不合格数量分布 TOP10 

 

各地公安交管、市场监管部门严查货车安全检验违规行为 停止采信违规安检机

构检验报告 

http://www.chinatt315.org.cn/rdgz/2021-2/2/220154.html 

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官网获悉，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强化货车等重点车辆安全

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公安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违规货车集中整

治行动，严格查处违规为非法改装、不符合标准货车安全检验行为，依法严肃追究违规安检

机构责任。2019年以来，依法查处违规检验的安检机构 2100多家，停止采信检验报告、督

促立即整改，依法处罚。 

 

严格查处 125 家安检机构违规替检代检问题。黑龙江哈尔滨新五环机动车检测公司与

非法中介勾结，采用同一车辆替检方式，为 296 辆未进行安全检验的挂车出具合格检验报

告。公安交管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4条对该安检机构处 12.5万元罚款、停止采

信其检验报告；市场监管部门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河北石家庄新乐春晓机动车检测站多次

使用两辆重型货车为 28 辆同型号车辆替检，并出具合格检验报告。公安交管部门要求违规

车辆重新上线检测，停止采信该安检机构检验报告；市场监管部门正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严格查处 510 家安检机构伪造篡改检验数据问题。陕西西安博恒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伪造检测结果，违规使 222辆“大吨小标”轻型货车通过安全检验。公安交管部门停止采信

该安检机构检验报告，市场监管部门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涉案人员张某某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安顺机动车检测公司、河南省长垣市安达机动车检验公司利用计算

机软件篡改、伪造检验数据，分别为 25 辆、514 辆机动车出具虚假检验报告。公安交管部

门依法对两家安检机构分别处以 3.5 万元、49.4 万元罚款，停止采信其检验报告，并通报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严格查处 1548 家安检机构降低检验标准问题。河北邢台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对尾部标

志板和侧防护装置安装不合格、轮胎磨损严重的货车，仍予合格通过检验。公安交管部门要

求重新检测车辆，暂停采信该安检机构检验数据，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督促整改，依法处罚。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泰隆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违规使非法改装挂车通过检验。该车违规加高货

厢，检验时将加高部分向车厢内部折叠；检验人员未制止其违规行为，并出具合格检验报告。

公安交管部门要求重新检测车辆，暂停采信该安检机构检验数据，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督促

整改，依法处罚。 

 

严格货车安全技术检验是保障车辆安全性能、源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基础，对遏

制货车非法改装、“大吨小标”等违规问题，严厉打击货车超载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公安交管、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合深入开展货车违规检验专项整治，

对发现车辆替检、未实车检验或者以篡改检测数据等方式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安检机构，将

依法严格处罚、撤销资质认定证书；对涉嫌构成行贿受贿、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犯罪行

为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两部门提示安检机构及安检人员，强化责任意识、坚守安全底

线、规范检验行为、优化服务流程，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开展安全技术检验，严把

检验关口、提升检验质量，保障车辆安全性能、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二、质量热点 

 

三、权威观点 

韩正：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推动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 

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2/t20210205_325898.html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韩正 3 日在市场监管

总局主持召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20 年食品安全工作，审议有关

文件，研究部署 2021 年重点工作。 

  韩正表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今年是 “十四五” 开局之年， 

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

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 

  韩正强调，要深入学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做法，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着力解决好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严字当头，切实把“四

个最严”的要求落实到食品安全工作的各个方面，深化食品安全标准，把好“从农田到餐桌”的

每一道防线，严查重处食品行业违法行为，将责任追究重点落到企业主责和首责上、落到企

业法人上。要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问题发现机制，完善有奖举报制度，注重发挥新闻媒体作

用。要强化科技支撑，充分运用新技术和信息化手段，配备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装备。要坚

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2/t20210205_325898.html


持齐抓共管，完善食安委和食安办工作机制，夯实属地责任，确保食品安全工作落实落细落

到位。 

  会前，韩正参观了“坚决捍卫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展览，考察了解食品安全工作进展

和最新举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胡春华，国务委员、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等部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有

关专家列席会议。 

 

药监局：重拳治乱，合力严守食药安全底线 

https://www.nmpa.gov.cn/yaowen/ypjgyw/20210218104516117.html 

2 月 1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

布 15 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就“四个最严”专项行动相关

问题，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回

答了记者提问。 

问题 1：请介绍一下“四个最严”专项行动的开展情况。 

答：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体现了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四个最严”的要求，推动建

立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了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

动。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市场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因地制宜，加大协作力度，采取多

种有效措施，取得积极成效。据初步统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28.48

万件，罚没款 27.25 亿元，吊销食品类行政许可 775 件，移送公安机关 3346 件；药品监管

部门查办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领域违法案件 10.77 万件，罚没款 18.4 亿元，责令停产

停业 2041 家，移送公安机关 1306 件，完成对全部在产的 37 家疫苗生产企业年度巡查，有

力保障流感疫苗等供应；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3945 件 7298 人，起

诉 8791 件 17066 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此类刑事案件 1369 件 1499 人，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 731 件 810 人；立案涉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 35381 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 30800

件，提起公益诉讼 1683 件。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建立涉嫌犯罪案件和损害公共

利益案件线索互送、调卷研判协商、公益诉讼协作配合等工作机制，全力打造食品安全领域

全链条监管协助机制。深入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抽检力度，着

力加强区域化系统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联合检察机关强化立案监督，有效推动解决有

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有效落实。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国家采购中选药品专项检查、新药专项抽检，全面排查血液制品生产

企业，开展第二类精神药品生产经营专项检查、高值医用耗材专项治理以及无菌和植入性医

疗器械、婴幼儿及特殊用途化妆品等重点产品监督检查。坚持重拳治乱，组织开展中药饮片、

药品网络销售、医疗器械“清网”、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等专项整治，保护人民群众

网络消费安全。不断健全完善药品监管法律体系，推动《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发布实施，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发布实施，为落实药品安全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检察机关充分

https://www.nmpa.gov.cn/yaowen/ypjgyw/20210218104516117.html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指导了“注

水牛肉”案、疫苗案等一批重大复杂案件，推动案件办理。组建了全国检察机关经济犯罪检

察人才库，切实发挥业务专家引领示范作用。各省级检察院采取督办、参办等方式加大对下

指导和督办力度，以高压态势有效遏制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行为。上海等地检察机关组建

跨区域“食药领域专业化办案团队”，提高食品药品案件办理质效并深入研究疑难前沿问题。

有的检察机关从高校、行政执法机关等引进“外脑”，建立食品药品领域专家智库。最高人民

检察院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十家单位会签了《关于在

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从线索移送、立案管辖等方

面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拓宽食品药品领域行政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线索发现渠

道，强化内部联动与外部协作，完善信息交流、情况通报、疑难问题会商等合作机制，营造

良好监督氛围。坚持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相结合，积极发挥检察建议作用，对于办案中发现

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监管漏洞和薄弱环节，督促监管部门依法履职，共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

治理体系。 

问题 2：三部门在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是如何相互协作、加强配合的？ 

答：我们三部门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密切沟通协作，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食品药品安

全。一是加强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就重点案件开展研讨、联合观摩庭审、互派人员岗位交流、相互支持业务培训。最

高人民检察院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多家单位召开

座谈会，就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达成初步共识。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药监部门主动商请

检察机关参加食药安全督查等执法活动，及时通报案件行政调查进度和移送公安情况，共同

研究处理疑难复杂案件，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形成执法司法合力。二是联合开展特色“小专

项”。各地针对当地食品药品安全风险较大的重点领域和区域，以“小专项”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推动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如多地检察机关联合市场监管、教育、卫生防

疫等部门对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积极落实国家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

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三是合力助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完善。结合《药品管理法》假劣药

范围的修改共同研究完善惩治药品安全犯罪相关法律规定，助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假劣

药认定问题出台批复，对刑法修正案（十一）相关条文提出意见。针对司法实践中涉食品刑

事案件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联合修改《关于办理危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积极参与研究，共

同结合办案实践和保障民生需求，合理设计规则。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长效机制。相关职能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

法》《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这些文件的出台将进一步理

顺“两法衔接”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充分凝聚工作合力，扩大工作成效。多地检察机关与有

关行政监管部门联合制定了“两法衔接”具体实施细则和配套规范，确保衔接机制有效运转。 

 

 

四、国际动态 

欧洲标准化战略 2030(翻译) 

http://www.cmastd.cn/overseasnews/3416.j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