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饮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认证领域：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人员：刘爱华（作者）、李风荣、赵明霞、江芳、时立芳、黄刚

（技术专家）

关注餐饮配送企业可追溯相关过程管理

摘要：本案例通过对一家餐饮企业审核过程中关于标签标识的审核发

现，有效推动企业餐饮服务过程中的可追溯管理。

一、企业简介

1.1 企业背景：北京**饮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饮食公司）是**实业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积极倡导“绿色、健康、营养”的膳食理念，赢

得社会各界和消费者的信赖。2008 年被北京奥组委指定为北京奥运

会餐饮服务提供商；2012 年荣获北京市餐饮协会“十大商务宴”、

“十大婚宴”品牌称号；2015 年度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中国团餐 50

强企业；荣获中国十大团餐知名品牌称号。

1.2 企业质量（Q）、环境（E）、职业健康安全（S）及食品安全（F）

管理体系覆盖范围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厂区***食堂（餐饮制

作间）中餐集体用餐的制做及配送服务。

二、审核方案策划



2.1 基于本次对再认证组织上一周期的绩效评价情况，安排于 2016

年 11 月 15-16 日对该企业进行了 Q/F 再认证，E/S 为初次认证审核

（二阶段）。本案例仅针对 Q/F 认证领域。

2.2 认证依据：

2.2.1 认证标准

QMS：ISO 9001:2015

FSMS：GB/T 22000-2006 / ISO 22000:2005 及 GB/T 27306-2008

2.2.2 企业所建立的文件化信息

2.2.3 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

2.3 审核组安排：

组长：刘爱华（专业审核员）

组员：李风荣、赵明霞、江芳、时立芳、黄刚（FSMS 技术专家）

2.4 主要审核部门及场所

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市场部、运营部、物流采购中心、品控部、供

餐中心等，加工场所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厂区***食堂

2.5 案例内容涉及的相关分工

2.5.1 涉及部门及区域：运营部及供餐中心

刘爱华负责配餐加工过程；时立芳负责配送过程，黄刚作为时立芳的

专业技术支持

2.5.2 涉及的标准条款 Q: 8.5 F: 7.9

三、审核过程简述

3.1该加工中心为石景山6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老年人提供午餐的



供餐服务。按照老年人的特点，营养配餐，设计菜品，制定菜谱。

3.2 在加工场所餐食分装间审核员刘爱华观察到，制备好的餐食分装

在消毒后的塑料保温桶中，分装后没有在相关包装物上配有任何标

签，陪同人员颀某（食品安全小组组长）告知，一般会在装车前检查

时再贴配送标签。该信息传递至负责对配送过程审核的组员。

3.3 在配送装车一直到达配送地分餐结束，该组审核员看到每个保温

桶/箱贴有配送标签，但只标识了餐品的名称，未标注生产单位名称、

地址、联系电话、食用时限提示等内容。就该审核发现开具了不符合。

四、不符合开具依据

4.1 不符合 ISO 9001:2015 标准 8.5.2 条款“标识和可追溯性”

4.2 不符合 ISO 22000:2005 标准 7.9 条款“标识和可追溯性系统”

要求和 GB/T 27306-2008 标准 6.4.4 条款对“配送标签管理”的要求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GB/T 27306-2008 的 6.4.4 条款“配送标签管理”中明确要求：

“送餐所用餐具和食品容器上应有标签，注明生产单位名称、地址、

联系电话、生产时间、生产批号和食用时限等”。

餐饮服务行业还要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国食药监食[2011]395 号），其中第三十四条对

中央厨房食品包装及配送要求第四款中，配送食品的最小使用包装或

食品容器包装上的标签应标明加工单位、生产日期及时间、保质期、

半成品加工方法，必要时标注保存条件和成品食用方法。

4.3 审核组与企业进行交流时，重点强调了餐饮配送行业的风险及相



关法规标准的要求，标签对过程控制中的可追溯、食品安全控制等的

作用。

五、不符合整改情况

5.1 原因分析

经企业分析认为，企业相关人员对餐饮服务过程中的可追溯管理

意识程度不够，同时对相关标准法规中标签管理的要求学习不到位，

习惯性按普通餐饮产品对待，造成标签不规范，未能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出现了不符合。

5.2 纠正及纠正措施

5.2.1 由运营部重新设计产品标签，从手写式改为打印式卡片，其中

对相关每日变化内容部分手工填写完成，并黏贴在配餐用具（桶及箱）

外（提供了整改后的标签照片）。

5.2.2 由品控部门不定期进行检查标签执行情况。

5.2.3组织了相关人员就产品标识及可追溯的相关要求及餐饮配送的

其他相关要求进行学习讨论，进一步强化人员质量及食品安全意识、

法规意识。

5.3 审核增值

通过本次审核，该企业认识到，虽然已认证多年，由于对标准及

行业法规的学习不够深入，对于标签标识的认识也存在不足，在某些

管理活动过程中，尤其是管理细节方面存在与标准法规要求不符之

处。企业后续又通过培训和会议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相关学习，并

对照相关要求完善了产品生产及服务过程。



同时，在审核过程中，审核组基于目前该公司策划拟采用的网络

订餐的配送服务等互联网+的服务模式中的可追溯管理是否存在漏洞

也做出相应的提示。

基于本次审核组开具的不符合项，该企业对产品加工全过程的标

识、可追溯系统管理进行了全面排查，不仅纠正了错误的配餐标识方

式，也进一步完善了产品留样、进货记录等相关过程管理，大大提升

了过程控制的能力和水平。

六、审核小结

质量管理体系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均对标识和可追溯有要求，而

食品行业相关标准法规也有具体要求。一些食品企业在该方面的管理

问题也层出不穷，我国的近几年的食品召回事件，都在考验着企业的

可追溯系统。本次审核通过产品标签的管理，让企业重视可追溯系统，

重视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学习，对企业的质量及食品安全管理提升无

疑起到推进作用。作为直接与组织近距离交流的审核人员，精准把脉，

时刻增值，传递信任，是我们每个认证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