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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G《GB\T22003-200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理解与实施》对GB/T 22003-2008《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的结构、特点和实施标准的作用与意义作了简要介绍，主要篇幅着
重介绍标准的内容及对条文的理解。为方便阅读，《GB\T22003-200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
构要求理解与实施》第_层直接列出相关标准条款；第二层是针对该条款的"理解与解释"；必要时还列
有第三层"实例"，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标准的相关要求，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构应结合
自身的管理特点来使用这部分内容。B/T 22003-200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于2009
年6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等同采用ISO/TS 22003：2007《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对
从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的机构提出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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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标准的制定背景第二节 标准的起草过程与编制原则第三节 标准的结构与重点第四
节 标准的作用与意义第二章 范围、术语和定义第一节 范围第二节 术语和定义第三章 原则第四章 认证
机构管理基本要求第一节 通用要求第二节 结构要求第三节 管理体系要求第五章 资源要求第一节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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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外包第六章 信息要求第七章 过程要求第一节 基本要求第二节 多场所审核管理第三节 初次审核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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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最少审核时间附录GB/T 22003-200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GB/T 22003-2008
与CNAS-CC61～62：2006的对照表基于GB/T 22003-2008附录A的食品链分类与CNAS-CC62附录1认证
业务范围的对照表GB/T 22003-2008有关审核员的要求与CCAA-117《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注册准
则》(第2版)的对照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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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标准的制定背景一、国际标准化组织有关食品安全管理标准的编制情况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CAC）作为政府间的合作组织，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解决影响食品安全的危害问题。CAC
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规程文件，对多类食品的生产加工活动明确了具体的操作要求与方式方法。CAC发
布的这些操作规程对食品企业分析和控制危害以保证食品安全，对各国政府管理食品安全工作以及国
家与地区之间的食品贸易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上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
需求日渐增多。很多国家、地区和行业或者以CAC发布的操作规程为依据，或者结合本国家、地区和
行业的特点制定可用于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用的标准或技术规范。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责任
就是根据国际经济发展与市场贸易的需求，在全球范围研究制定标准，推动统一的国际标准在各国及
各地区的使用，进而促进世界经济贸易与社会发展。 IS0专门设立了食品技术委员会（IS0／TC 34），
以联合各国标准化机构共同建立有关食品安全的国际标准。IS0／TC 34从2003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编制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经过委员会草案（CD）和国际标准草案（DIS）等编制工作阶段，IS0于2005
年9月1日发布了IS0 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此项国际标准是IS0
／TC 34在充分研究CAC的操作规程基础上制定的，它整合了CAC制定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体系和实施步骤，并基于审核的需要将HACCP计划与前提方案（PRPs）相结合；该标准
在编制中还借鉴了ISO已经发布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成功经验。IS0 22000最突出的特点是引人了“从
初级生产到最终消费”（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概念，即从整个食品链来考虑食品安全的管理问
题，把相互沟通、体系管理、前提方案与HACCP原理作为食品组织建立与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
四项关键要素，系统地规定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通用要求。IS0 22000明确其可作为认证
的依据标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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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B/T22003-200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理解与实施》是为了帮助与开展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相关的单位及专业人士正确认识和理解GB/T 22003-2008，促进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机构有效地建立和保持其认证管理系统，进而提高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有效管理，促进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结果的接受与承认所编写的。全书共分为八章，每章根据标准内容分为若干节编写，
每节又按照两至三个层次阐述。具体内容包括认证机构管理基本要求、资源要求、过程要求、食品链
分类与最少审核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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