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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及产品检疫和监管途径作为确保动物及产品安全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基

于兽医机构设置及职能，探讨了动物及产品检疫和监管的途径以及动物及产品检疫和监管途径存在的问题及改

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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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检疫作为控制和防止动物传染性疾病的

传播的重要途径，能有效保障畜牧业安全和人类的

健康。现如今，人们对动物及其产品的安全要求越

来越高，这就使得开展动物及产品检疫变得必不可

少。本文就开展动物及产品检疫和监管的途径进行

了探讨。

1 兽医机构设置及职能

兽医机构由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和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 3个机构组成。兽医局是整个兽医

机构的行政机构，主要负责贯彻法律的实施以及监

督动物防疫、检疫工作，对下级机构进行工作上的

指导。动物卫生监督所是兽医机构的执行机构，负

责完成动物及产品的检疫以及其监管执法。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兽医的技术支持机构，主要负责

动物疫病的防御、检测、调查等。

2 动物及产品检疫和监管的途径

根据是否出口，我国的动物及产品检疫分为内

检和外检 2种，外检是由国家质检总局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部门负责，内检则是由兽医部门负责，本文

主要针对内检来进行探究。

1）申报检疫。检疫的第一步即为检疫的申报，

动物在被运输或者屠宰以及动物产品在运输前，需

要向动物卫生监督所申报。而动物卫生监督所应根

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申报地点，并明确需检疫的对

象与范围。

2）进行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所在接到申报后，

需要及时安排检疫人员前往检疫，若动物与产品需

要运输或出售，则需经过所在的地县级动物卫生监

督所进行检疫，若合格，则检疫人员出具《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并签字，对此检疫结果负责。若不合格，

则视情况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要求其对受检货

物进行相应处理。

若是屠宰检疫，则需要检疫人员在屠宰前对动

物进行检疫，并对屠宰设备进行检查，在合格后方

可进行屠宰。屠宰过程中检疫人员应当对产品进行

同步检疫，并在屠宰完成后对产品再一次检疫，合

格后方可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3）检疫监督。检疫监督是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

法对动物及产品的检疫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对未

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需要整改的情况进行处理的

一种执法行为。但是在动物及产品的检疫监督上，

由于缺乏相关的经费以及人员，监管手段相对滞

后，使得监督工作无法顺利完成。

3 动物及产品检疫和监管途径存在
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动物及产品的检疫与监管工作是搞好动物防

疫的关键步骤。如今，我国的动物检疫与监管工作

逐渐向法制化、有序化、规范化发展，动物检疫管理

体系也不断地完善，但在动物检疫管理过程中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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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人工授精优势

人工授精既降低生产成本又节省人力、物力。一般采用自然交配，25～30头生产母猪要配置 1头

种公猪。而人工授精 1头种公猪则对应 300～500头母猪。在同期发情生产中，更减少公猪饲养的头

数。人工授精有利于品种改良，优良公猪得到最大限度使用，从而提高良种利用率。人工授精可以克服

公母猪之间的个体差异，不必因为公母猪体况不同所造成的交配困难。人工授精可控制疾病，减少疾

病传播。虽然部分病毒仍然可以通过精液传播，可以在配种前，对精液进行检测，避免疾病的传播。人

工授精可以降低引种风险。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存在许多问题，如动物及产品检疫工作量大，监管

实施不到位等，所以就当前动物及产品检疫和监管

途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方法是很有

必要的。

1）部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无法人资格。缺少法

人资格造成的后果便是其执法主体不合法，也没有

独立的经济账户与经济保障，不能独立地进行检疫

工作，如部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与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合并设置，这一举措造成的后果是该机构需要完

成检疫、防疫、监测、调查、诊断等一系列工作，大大

削弱了对检疫及其监管的力度。

对此，由于当前动物及产品的检疫与监管的重

要性与急迫性，应在各县区建立独立的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并根据实际需要检疫的工作量来合理布置

基层动物检疫机构。

2）多部门监管造成监管不力。动物及产品的检

疫不仅由动物卫生监督所监管，其他部门如兽医局

也同样有监管职权，这就容易造成监管出现重复与

空白，所以要调整当前的机构职能设置，将检疫机

构与监管执法机构相分离，以加强监管力度。

3）法律不够完善。2010年颁布的《动物检疫管

理办法》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使得部分检疫工作

因缺乏法律依据无法顺利开展。所以需要国家完善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在完善之前需要结合当地检

疫与监管特点，制定一些适合地方的法规以推进检

疫工作，完善监管制度。

4）经费低，无法保障检疫工作的有效开展。检

疫机构从建立到工作需要投入的经费较高，大部分

基层工作的经费没有着落，而且检疫成本较高，地

方财力又有限，缺乏检疫工作的专项资金，使得检

疫设备缺乏，检疫基本靠经验，缺乏有效的实验设

备，远远不能适应当代形势的需要。而且检疫人员

的工资水平偏低，同时容易感染，没有保险，留不住

人，这更容易造成漏检或错检，给消费者带来危害。

所以需要督促当地政府加大对检疫与监管的

财政投入，保障检疫与监管的专项经费，做好动物

及产品的检疫与监管工作。

5）检疫人员较少且专业素养不高。由于工资水

平以及职业的危害性等，检疫人员数量较少，这严

重制约了检疫与监管工作的开展。而且检疫人员的

学历总体偏低，培训时间偏短，许多都没有进行系

统的专业培训，而动物及产品检疫工作是一门专业

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不然

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应提供足够的学习经

费，并提高待遇，培养优秀的检疫人员。

4 结 语

动物及产品检疫与监管工作对于动物的防疫

以及食品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防控动物

传染病、寄生虫的传播以及防止其对人体产生危

害。我国的检疫及监管工作目前尚存在不足，但随

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其重要性的提升，动物及产品检

疫与监管工作制度会越来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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