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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防食品欺诈控制程序

食品欺诈（掺假）

 定义:

产品欺诈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针对

市场上的食品、原料、配料或包材，进行

的蓄意和故意的替换、虚假标识、掺杂掺

假或假冒的行为。这个定义同样适用于外

包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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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欺诈（掺假）

BRC第八版:

掺假物质: 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向食

品或原材料中添加的未加声明的材料。

*掺假:向食品或原材料中添加未声明的材

料以获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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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食品欺诈？

一、成立防欺诈(食品安全)小组

解析:利用小组成员的知识和能力对存在

欺诈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与预防。

例:依据:

·行业协会

·政府来源

·私有资源中心等来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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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食品欺诈？

收集证据:

*·掺假或冒牌的以往证据

*·可致使掺假或冒牌更具吸引力的经济因素

*·识别掺假常规测试的复杂性

*·原材料的性质。经济脆弱性(欺诈的经济吸引力如何)

*·与供应商的关系(例如长期合作或现场采购)

*·通过某单独行业针对欺诈和真伪的特定控制系统进行

认证

*·供应链的复杂性(例如长度、源头和产品加工/生产的

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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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食品欺诈？

二、进行食品欺诈风险评估以识别潜在的风险

*解析:

风险评估:

后果:灾难性，危害性，边缘性，可忽略;

频率:频繁，经常，偶发，罕见:

可控:极难，较难，难，容易;

风险等级:极高，非常高，较高，中等，低，微小

评估后应编制一个成文的评估计划。应保持对该计划的审

核，以反映可改变潜在风险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况和市场

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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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食品欺诈？

三、在原材料被识别出存在掺假或冒牌的特定风

险的情况下，风险评估计划应包括适当的保障措

施和或测试流程，以减少识别出的风险。

* 解析: 可以通过以下(不限于)措施:

供应商审核;

来料验收

自我检测(送检、自检)

生产过程中检测

成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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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建立相应的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欺诈或掺加食品
原料的采购风险，而且确保所有的产品描述和承诺合
法，准确且属实。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本公司预防和消除食品欺诈控制。
3职责：
3.1供销科对于所有供应商原材料索取相关资料。
3.2质检科对供应商原材料提供的检验报告进行核实、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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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内容和工作程序
4.1信息来源：行业协会、政府来源、私有资料中心。
4.2对所有原材料或原材料组进行成文的脆弱评估，以
评定或冒牌的潜在风险，考虑一下因素；
4.2.1掺假或冒牌的以往证据（主要参照《151种非法食
品添加物黑名单》）。
4.2.2可掺加或冒牌更具吸引力的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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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通过供应商接触到原材料的难易程度。
4.2.4识别掺加常规测试的复杂性。
4.2.5原材质的性质。
应保持对薄弱性评估的审核，以反映可以改变潜在的
风险的不断变化在经济情况和市场情报，应对每年进
行一次正式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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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性评估表如下：

序号 原物料
名 称

风险等级

原物料
特 性

过往历
史引用

经济驱
动因素

供应链
掌控度

识别难
度

综合得
分

综合风
险等级

1         

A原物料特性：原物料本身特性是否容易被掺加和替代。
风险等级：高-容易被掺假和替代；中-不易被掺假和替代；低-
很难被掺假和替代。
B过往历史引用：在过去的历史中，在公司内外部，原物料有
被掺假和替代的情况记录。
风险等级：高-多次又被掺假和替代的记录；中-数次被掺假和
替代的记录；低-几乎没有被掺假和替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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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经济驱动因素：掺假或替代能达成经济利益。
风险等级:高-掺假或替代能达成很高的经济利益；中-
掺假或替代能达成较高的经济利益；低-掺假或替代能
达成较低的经济利益。
D供应链掌控度：通过供应链接触到原物料的难易程度。
风险等级：高-在供应链中较容易接触到原物料；中-在
供应链中较难接触到原物料；低-在供应链中很难接触
到原物料。



3.10防食品欺诈控制程序

    

E识别难度：识别掺假常规测试的复杂性。
风险等级：高-无法通过常规测试方法鉴别出原物料的掺假和替
代中-鉴别出原物料的掺假和替代需要较复杂的测试方法，无法
鉴别出低含量的掺假和替代；低-较容易鉴别出原物料的掺假和
替代，检测精度高。
注：危害性：根据发生的可能性判定分值为1-6分，其中高风险
划分有（容易产生：6分，较容易产品：5分）、中风险划分有
（一般产生：4分，轻微产生：3分），低风险划分有（基本不
产生：2分，不产生：1分）
等级分数判定结果判定：5-10分为低风险，可忽略不计的原料
不必采取下述行动。11-16分为中风险，不大可能擦假的原料，
有新的信息时要再评估。17-30分为高风险，极有可能掺假的原
料，需要采取下述行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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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原材料被看做是掺假或冒牌的高风险的情况下，应
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测试流程。
4.3.1采购要求供应商提供原材料的担保书。
4.3.2每年提供一份第三方检测报告。
4.3.3要求成品包装上贴有或取决于包括以下各项在原材
料状态的标签或承诺声明包括以下内容：
4.3.3.1具体来源或原产地
4.3.3.2繁殖/变种承诺
4.3.3.3保证状态（如GlobalGAP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4.3.3.4转基因生物（GMO）状态
4.3.3.5身份保持
4.3.3.6特定商标命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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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供应商生产方法（如有机、清真）作业承诺声明的
情况下，我司有必要向供应商索取证书。
5.1生产记录作业，承诺声明的产品生产的加工流程并识
别污染或身份丢失的区域，应建立适当控制，以确保承
诺声明的完整性。
5.2政府部门最近公布的易掺假的原料，应立即采取相应
的行动控制。
6 相关文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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