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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推动浙江省构建上下统一的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处置体系，为建立合理、有效的应急管

理体系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通过抽样调查，对该省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应急管理现状、人力

资源、硬件设备资源进行实证调查与分析。结果：当前浙江省市、区（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应

急管理人员数量相对不足，专业知识培训较为薄弱；在应急管理设备配备方面，基本硬件设施与设备的配

备率较低，应急管理的相关软件或系统建设较为落后。结论：应增加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的人力资源投

入，加强对应急管理人员的在岗培训，优化知识结构。逐步提高应急管理基本设备的配备水平，完善应急

管理信息系统，实施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协同计划，增强各部门的协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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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mot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food and drug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isposal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Method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tatus, human resources and hardware equipment resources of the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s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 were conducted through the sampling survey. Results: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ersonnel in the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of cities 
and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and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as 
relatively weak. As far as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equipment was concerned, few basic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were equipped, and related software or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as 
more backward. Conclu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human resources investment of the food and drug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should be increased, on the job training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personnel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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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strengthened and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should be optimized. Both the level of basic equip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hould be gradually improved. Food and 
drug emergency management collaborative pla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enhance the collabor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Keywords:   food and drug safety; emergency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current status; countermeasure

近 年 来 ， 随 着 “ 苏 丹 红 ” “ 三 聚 氰 胺 奶

粉”“齐二药”“甲氨蝶呤”“肝素钠”等食品药

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先后发生，使得食品药品安全已

成为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1]，建立完善的

应急管理体系、提高政府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迫在眉睫[2]。当前我国各级

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在事件发生后积极采取措施降低

并消减其负面影响，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在

此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应急管理理论为基础，以

应急处置方法、处理流程为主要内容的食品药品安

全应急处置体系，并已成为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省历来重视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

的建设，早在2005年，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

颁布了有关重大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故的应急预

案，在该预案中从省级层面规定了处理药品和医疗

器械安全突发事件的工作原则、组织指挥体系及职

责，并且重点规定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事故分级，

即按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故的性质、危害程

度和涉及范围，将突发事件分为四级：特别重大事

故（Ⅰ级）、重大事故（Ⅱ级）、 较大事故（Ⅲ

级）和一般事故（Ⅳ级）[3]。此外，部分市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也陆续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应

急处理能力。

建立健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不断提高食品

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是快速提高食品药品

安全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能力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手

段[4]。为了进一步完善我省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

处置体系，提高食品药品应急处置的能力，笔者在

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协调下，对本省食品

药品监管系统的应急管理处置体系进行了实证调

查，试图基于调查结果，提出改进应急管理处置体

系的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根据浙江省的行政区划，目前全省共有11个

地市级食药监局，88个县级市、市辖区、县药监

部门。本研究对99家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

构进行问卷调查，获得19个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

样本，对19家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应

急管理人力资源状况和应急硬件设备配置状况进

行了实证分析。

2   结果
2012年以来，随着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

制改革的进行，浙江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成立了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的专门处室，即应急管理

处，部分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也成立了食

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的部门，负责处置本辖区范围

内的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在本次被调查的19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

中，3家属于地市级，占总数的15.8%，16家属于

县（区）级，占总数的84.2%。此外， 6家机构设

有专门的应急管理处，占总数的31.6%，68.4%的

机构尚未设立。

2.1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人力资源状况实证分析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人员作为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工作的主体，其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有效地

将药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等综合知识运

用于药品监管活动的实践过程，其综合素质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应急管理工作的效能与效率[5]。人力资

源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资源构成的第一资源，

直接影响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事业的发展[6]。对食

品药品监管机构应急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

析研究，有利于发现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队伍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为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人

力资源配置厘清思路，为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的建设

提供参考。

2.1.1   从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19家机构中，有17家机构配备了从事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的人员，占总数的89.5%。其中，最多

的配备有150名，最少的配备有3名，平均每家机构

配备有38.6名。

2.1.2   从事食品药品应急管理相关工作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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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本次被调查的19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

中，14家机构均配备有直接从事食品药品应急管

理相关工作的人员，占总数的73.7%，5家尚未配

备，占总数的26.3%。在有配备的14家机构中，最

多配备有15名，最少仅配备有1名，平均每家机构

配备有直接从事食品药品应急管理相关工作的人员

4.9名。

2.1.3   专职(或兼职)应急管理人员年龄、学历、所

学专业及职称情况

 本次被调查的19家机构中，专职应急管理人

员年龄集中分布在30~50岁，占总数的66.6%，详

见图1。学历方面， 87.3%的专职应急管理人员拥

有专科以上学历，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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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职应急管理人员年龄构成情况 图 2   专职应急管理人员学历分布情况

所学专业方面，以食品类专业及药学类专业居

多，各占总数的 29.8% 及 23.4%，详见图 3。其他

专业还有中文专业、微生物专业等等。

图 3   专职应急管理人员的专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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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调查的19家机构，32.0%的专职应急

管理人员拥有初级以上职称，其中拥有中级职称人

员占24.0%，正高级和副高级各占4.0%。

2.1.4   专职应急管理人员参加在职培训情况

本次被调查的19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

中，有8家对专职应急管理人员不进行培训，占

总数的42.1%；有5家不定期开展培训，占总数的

26.3%；31.6%的机构定期开展培训，平均每年培

训次数最多为3次，最少为1次，平均为1.7次。各

个机构重点培训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预案和

操作程序，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网络舆情管理方法两

个方面，其他方面也有涉及，详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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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图 4   被调查机构应急管理人员培训情况

2.2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硬件设施配备现状调查

2.2.1   基本硬件设备配备情况

在本次被调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中，

82.4% 配 备 有 照 相 机，64.7% 配 备 有 录 音 笔，

52.9% 配备有抽样工具包。其中，照相机和录音笔

配备率最高，平均每家机构配备照相机 3.0 台，录

音笔 2.3 支。见表 1。

表 1   基本硬件设备配备情况

硬件设施 配备机构数 / 家 比例 /% 数量 Max 数量 Min 平均值

照相机 14 82.4 14 1 3.0

录音笔 11 64.7 14 1 2.3

抽样工具包 9 52.9 8 1 1.7

红外线测距仪 8 47.1 7 1 1.5

摄像机 5 29.4 5 1 0.5

紫外照度仪 4 23.5 8 1 0.7

专门应急管理通讯设备 4 23.5 2 1 0.4

药品快速检验车 3 17.7 1 1 0.2

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仪 3 17.7 2 1 0.4

照度计 3 17.7 1 1 0.2

食品快速检测车 2 11.8 1 1 0.1

对讲机 1 5.9 4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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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快速检测设备配备情况

快速检测设备 配备机构数 / 家 比例 /% 数量 Max 数量 Min 平均值

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箱 12 80.0 10 1 2.5

药品快速检验箱 8 53.3 4 1 0.8

煎炸油质量检测仪 6 40.0 5 1 0.7

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 6 40.0 5 1 0.7

瘦肉精检测试剂盒 4 26.7 7 1 0.7

ATP 测量仪 4 26.7 5 1 0.5

甲醛快速测定仪 4 26.7 1 1 0.3

电导率仪 3 20.0 5 1 0.5

快检室专用快速检测设备 3 20.0 2 1 0.3

细菌快速检测试剂盒 3 20.0 1 1 0.2

水质速测箱 3 20.0 1 1 0.2

激光尘埃计数器 3 20.0 1 1 0.2

酸度仪 3 20.0 1 1 0.2

余氧测量仪 3 20.0 1 1 0.2

亚硝酸盐检测仪 3 20.0 1 1 0.2

吊自块检测仪 3 20.0 1 1 0.2

甲醇检测仪 3 20.0 1 1 0.2

肉类水分快速测定仪 2 13.3 1 1 0.1

微差压计 2 13.3 1 1 0.1

2.2.2   食品药品监管相关软件或系统

 68.8%的被调查机构配备有药品突发不良事件

信息呈报系统，仅12.5%的机构配备有专门的应急

管理信息软件系统，18.8%的机构配备有食品药品

执法移动查询系统。

2.2.3   快速检测设备配备情况

 19家机构中，有4家未配备快速检测设备，其余

15家中，80.0%配备有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箱，53.3%配

备有药品快速检验箱。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箱的配置

率最高，平均每家机构配备有2.5个。详见表2。

3   讨论与分析
3.1   应急管理人力资源状况

3.1.1   人员数量相对不足，应急管理力量较为薄弱

在本次调查所涉及的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管机

构中，专职或兼职负责应急管理的人员数量较少，

虽然73.7%的被调查机构均配备有应急管理的人

员，但是每家机构配备的直接从事食品药品应急管

理相关工作的人员平均仅有4.9名，且50.0%的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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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机构中应急管理人员为兼职人员。其中市级与县

区级单位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人员数的均值为

4.2名。市级单位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人员数的

均值为2名。从本次抽样调查可以看出，我省市县

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应急管理人员的配备数

量相对不足。

3.1.2   年龄结构层次基本合理

从年龄结构来看，被调查机构的应急管理人

员的年龄主要分布在30岁以下、30~40岁和40~50

岁三个年龄阶段，分别占27.0%、33.3%和33.3%，

50岁以上占6.4%。应急管理人员的年龄结构总体

呈现出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员为主，同时又不乏

高年龄资深专家的态势，形成了良好的年龄格局，

层次较为合理，优于滨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人才

年龄结构[7]。

3.1.3   高学历人员比重较大，专业构成多元化

应急管理人员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73.0%），

其次是硕士学历（14.3%），大学专科（12.7%）

所占比例较少。反映出高学历人员比重较大的良

好发展态势。应急管理人员专业构成中，药学专

业占23.4%，食品专业占29.8%，临床医学专业占

10.6%，公共卫生及相关专业占8.5%，管理专业

占8.5%，法律专业占6.4%，医疗器械相关专业占

6.4%，化学专业和经济学专业所占比例较小，分

别为4.3%和2.1%。食品药品应急管理人员不仅要

掌握药学、食品、化学基础知识，还应具备法律、

经济管理等知识。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食品药品

应急管理人员专业构成呈多元化，涉及了理、工、

经管等多个学科门类。但是，面对突发事件的食品

药品的应急管理需要多学科知识背景作为支撑，对

事件发生后资源的调度则需要多个部门合作联动，

因此，需要应急管理人员具备多学科的知识，以适

应应急管理的要求[8]。

3.1.4   应急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较为薄弱

对于大多数未经过专业知识培训的应急管理

人员，接受应急管理知识与技能的培训非常必要，

尤其是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的应急管理人

员，直接从事一线工作，原有的专业知识范围不能

覆盖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专门知识。然而，在本

次被调查的19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中，有11家

机构明确表示会组织应急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

训。但是，其中仅有6家机构定期开展培训，平均

每家机构每年培训仅为1.7次。培训的内容以应急

预案与操作程序为主。从统计调查的数据看，应急

管理的专业知识培训频次较低，无法适应应对食品

药品突发事件的需要。

3.2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硬件设施配备现状

3.2.1   基本硬件设施与设备的配备率较低，未能达

到标准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与其它突发事件不同，

处置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需要配备专门的应

急设备与设施。食品药品安全执法机构应急设备

的配备情况也是评价其处置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

重要指标[9]。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被调查机构的

照相机、录音笔、抽样工具包和红外线测距仪的

配备率最高，平均每家机构配备的数量超过了1台

（支），但是，需要投入经费较高的应急管理设备

如药品快速检验车、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仪、照度

计、食品快速检测车等的配备率较低，平均每家的

配备数量仅在0.1~0.4台，表明大部分被调查机构

缺少这几件应急管理必备的设备与设施。

3.2.2   食品药品应急管理的相关软件或系统建设较

为落后

信息化建设是应急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个建设良好的信息系统有利于多部门在突发事件

发生后协同工作，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效率[8]。根

据本次调查的结果，68.8%配备有药品突发不良事

件信息呈报系统，但是仅12.5%配备有专门的应急

管理信息软件系统，表明市县两级监管机构在应急

管理信息化建设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3.2.3   快速检测设备配备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尚不

能满足应急管理任务所需

快速检测设备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运用快速检测设备，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查

清突发事件的原因，因此，各级食品药品监督执

法机构应配备足够的快速检测设备。根据本次调查

的结果，80.0%的被调查机构配备了食品安全快速

检验箱，53.3%的机构配备了药品快速检验箱，其

中，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箱的平均配备数量达到了

2.5台，表明虽然两个重要的快检设备配备未能达

到100%的配备率，但是配备情况尚可。然而，其

余17种快速检测设备的配备情况较差，均在40%及

以下，表明当前该省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快速检测

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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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建议
4.1   加强市县（区）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应

急管理的组织机构建设

在本次调查的结果中，有6家食品药品监管机

构设有专门的应急管理处，仅占总数的31.6%，其

余68.4%的监管机构尚未设立应急管理处，从事应

急管理的人员也多为其它各个职能处室的人员兼

任。这一现状影响了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缺少专

门的机构和专门的人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较难

明确相关机构的分工与职责，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处

置效率。因此，笔者建议，结合我省食品药品监督

体制改革，加强对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应

急管理的组织机构建设，要求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机构建立应急管理处，县区级监管机构建立应急

管理科，配备专门人员负责辖区内食品药品安全突

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4.2   加强应急管理的力量，增加应急管理的人力

资源投入

与周静等[10]对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管人才队伍建

设现状的调查结果相似，本次调查结果反映出市县

级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应急管理人员力量较为薄

弱，而且不同地区监管机构的应急管理人员数量分

布不均衡，有的配备人员数量较充足，有的则较匮

乏，国内外的实践表明，人力资源投入是最重要的

资源投入之一，在下一阶段机构改革工作中，应加

强对应急管理人力资源的投入。做好人才贮备，各

种人才的培养也应对照各地区技术及标准贮备情况

同步开展[11]。笔者认为，应急管理专职人员数量的

确定应结合监管机构辖区人口数量、医药食品相关

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数量、当地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的

发生率，以及近5年来辖区内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的

发生频率，进行合理设置，并由省级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确定人员配置的最低标准。此种人力资源

设置的方法既可以避免监管资源的浪费，又可以提

高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

4.3   注重加强对应急管理人员的在岗培训，优化

知识结构，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被调查的监管机构应

急管理人员所学专业以药学专业和食品专业为主，

表明具备从事应急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背景，但

是，从事应急管理工作需要法律、管理学、公共卫

生、临床医学、公共关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支撑，

因此，在岗培训相关知识与技能必不可少。笔者认

为，增强针对于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应急管理人员

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应注意：一是针对当前应

急管理人员的专业背景以药学和食品专业背景为

主，日常培训应加强对危机管理、公共关系、法律

等专业知识的传授与教育；二是在资金规模允许的

条件下，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在各个城市

设立专业的训练中心，对应急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

关监管人员进行模拟训练，通过培训及演练，旨在

培养应急管理人员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人员的危机

防范意识并提高其应急反应能力；三是注重培训的

持续性，将培训工作作为日常监管工作的一个组成

部分，定期开展。

4.4   逐步提高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应急管理基本设

备的配备水平

较高的应急管理基本设备配备水平是处置突

发事件的前提条件，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药品快

速检验车和食品快速检验车等基本应急管理设备的

配备依然差强人意。在执法经费容许的条件下，应

逐步提高对基本应急管理设备的投入水平，首先应

重点确保使用价值较高且单位价格较高的快速检验

车在各个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中能够配备，

其次再逐步提高摄像机、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仪、照

度计等设备的配备率。在行政执法经费有限的条件

下，地方政府则应根据各区（县）食品药品监管机

构的辖区人口数、食品药品案件发生率等状况进行

排序，优先为人口数较高、突发事件发生可能性较

大的区（县）食品药品监督机构配备基本应急管理

的设备。

4.5   加强应急管理所需的快速检测设备的投入

食药监部门在现场调查处理时，应尽可能采

取先进的检测技术和手段开展相应的调查监测工

作，迅速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为事故的处

置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先进的检测技术与手段是

以先进的检测设备为前提条件的，然而在调查中，

除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箱外，其它快检设备的配备率

均不理想，因此，笔者建议政府部门加大对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机构尤其是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

快检设备的投入水平，保障其尽快达到国家和省级

食品药品监督机构规定的监管设备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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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完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发挥信息技术在应

急管理中的作用

    从应急管理的理论视角来看，应急管理的

关键在于资源管理，即资源的调度与使用，协调组

织资源的调度，保证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应对突发事

件的应急管理的关键。从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先进

的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能够促进资源的协调与使用

的效率[12]。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

新媒体的爆发式增长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的显著增

强，对信息治理的能力要求越发提高[13]。本次调查

的结果表明，除了药品突发不良事件信息呈报系

统外，被调查的19个市区级食药监机构的信息管理

系统尚未建立，在应急管理中较难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因此，笔者建议，借鉴省内外相关监管部门的

经验，应注重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检测预警系统的建

设，建立一套高效的应急指挥系统平台，并建立药

品生产流通使用实时监控系统数据库，发挥信息技

术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4.7   实施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协同计划，增强各部

门的协同能力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协同如同企业战略联

盟一样，通过部门间伙伴关系的培养，利用信息技

术等手段促使所有应急管理机构按照协同方式进行

整合，增强应急管理实施的可行性和高效性。笔者

建议，可通过实施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协同计划，充

分利用政府资源，协调各级政府间的行动，以增强

政府、企业和其它组织在应急管理方面的能力。

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食品药品应急管

理协同计划是指由省政府牵头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总

统食品安全委员会、欧盟的食品安全机构、法国的

食品安全局这样的机构，在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的

统一指挥下，实行多部门参与、跨部门、跨地域、

职能全面、反应迅速、手段先进的食品药品安全管

理协调[8]。同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也可以借鉴其

他国家充分发挥公众监督力量的做法，允许第三方

包括民间组织对食品药品安全进行监测，并加强公

众应急管理知识的培训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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