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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2003—200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与GB/T22003—

200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能力”的术语和定义(见3.3);
———删除对参与认证活动的人员具体的教育、培训、审核及工作经历的要求(见2008版第7章);
———附录A进行了调整,取消了种类的概念,给出活动示例;对行业类别进行了重新划分(见附录

A,2008版附录A);
———附录B由资料性附录调整为规范性附录,并对内容进行了调整(见附录B,2008版附录B);
———新增规范性附录C,给出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特定的人员能力要求(见附录C);
———新增资料性附录D,提供了ISO/IEC17021:2011中通用认证职能指南(见附录D);
———新增资料性附录E,说明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的关联性(见附录E)。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TS22003:2013《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英

文版)。
本标准与ISO/TS22003:2013相比,标准名称增加了“合格评定”。
本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方

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北
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认证

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埃尔维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国家认

监委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小峻、黄筱静、闫明磊、曲丽、谭平、王晓玉、冯晓红、姜华、周陶陶、李辰暄、

于海峰、王雪峰、肖湘女、邓美飞、姜智敏、梁黎东、吕静、李鹏伟、杨泽慧。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20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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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组织进行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一种保证方式,保证该组织已经实施了与其方针一致的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
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可能来源于多个方面。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按照GB/T22000开展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本标准的内容也有助于基于其他特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的认证。
本标准提供通用要求,供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的机构使用。本标准将这类机构

称为认证机构,此种表述并不限制那些具有其他名称但也从事本标准范围内各项活动的机构使用本

标准。本标准适用于任何从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评价的机构。本标准还可用于基于ISO/IEC17021
和GB/T27065相结合的其他类型食品安全认证。

认证活动包括对组织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审核。通常以认证文件或证书的方式,证明组织的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符合某个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例如GB/T22000)或其他特定的要求。
应由被认证的组织建立其自身的管理体系(例如,依据GB/T22000建立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其

他特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除非相关的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应由组织来确定如何安排这些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管理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整合

程度因组织而异。因此,就客户在整个组织范围内整合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而言,依据本标准运作的认

证机构要考虑其客户的文化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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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评定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依据GB/T22000(或其他特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建立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审核和认证的规则,同时向顾客提供关于其供方获得认证的方式的必要信息和信任。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第三方合格评定活动(如GB/T27000—2006中5.5所述),实施这种活

动的机构是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

  注1:在本标准中术语“产品”和“服务”分别使用(这不同于GB/T27000中“产品”的定义)。

  注2:本标准旨在作为认证机构认可或认证机构同行评审的准则文件,这些机构期望其按照GB/T22000进行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能力得到承认。本标准也可以作为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直接承认按照GB/T22000进

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机构的准则文件。本标准的一些要求还适用于其他相关方对上述认证机构的符

合性评审,以及对按照在GB/T22000基础上增加的或依据另外的要求进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机构的

评审。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不证明食品链中组织的产品的安全性或适宜性。然而,GB/T22000要

求组织通过其管理体系的实施满足所有适用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注3:基于GB/T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管理体系认证,而不是产品认证。

其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使用者,在对本标准的要求进行必要调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本标准的概

念和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000—200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ISO22000:2005,IDT)

GB/T27000—2006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ISO/IEC17000:2004,IDT)

ISO/IEC17021:2011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的要求(Conformityassessment—Re-
quirementsforbodiesprovidingauditandcertificationofmanagement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GB/T27000、ISO/IEC17021、GB/T22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zardanalysisandcriticalcontrolpoint;HACCP
对显著性食品安全危害进行识别、评价和控制的系统。
[改自《食品法典 食品卫生基本读本》[12]]

3.2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foodsafetymanagementsystem;FSMS
在食品安全方面,用于指挥和控制组织建立方针和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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