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二），共有食品抽检

任务 10650 批次，第 1包包括国转移任务 6855 批次（含监督抽检 5125 批次、评

价性抽检 1330 批次、风险监测 400 批次），第 2 包包括省本级任务 3695（含评

价性抽检 1040 批次、风险监测抽检 1300 批次、特殊食品 100 批次、专项抽检

1355 批次）。

二、服务需求

1.付款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服务地点：安徽省，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期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特别要求：下列承诺各投标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之一进行承诺即可：

（1）CMA 检验资质全部覆盖本次采购任务所有检验项目；

（2）如我单位中标，在中标后 2个月内取得满足拟承检任务要求的所有检

验项目的检验资质。

5.工作要求

5.1 投标人必须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食品

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同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购买抽

取的样品，不得向企业和个人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5.2 针对拟承检任务中的品种，各机构所有的检验参数均获得与《国家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4 年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国家食品

安全评价性抽检实施细则》（2024 年版）及《安徽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

（2024 年版）《2024 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安徽）《安徽省食品安全评

价性抽检实施细则》（2024 年版）中相对应的规定方法的有效检验资质。

5.3 投标人应根据采购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安排，按照抽样、检测、检

验结果确认、检验结论通知、复检、备样移交、结果报送等工作环节，按时完成

所投标包内所分配的抽检任务。

5.4 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指定品种、项目、生产经营企业、区域、业

态的抽样检验任务和结果分析报送工作。

5.5 投标人应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开展应急和专项检验并报送结果分析。

5.6 投标人应具有食品检验方法研发能力，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食品生产工



艺，具备食品相关的科研能力。

5.7 投标人应严格遵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安徽省食品安全

承检机构管理办法》等规定，如有违背，采购人有权取消投标人成交资格或解除

委托合同。

5.8 投标人应无条件接受采购人组织的检查和考核。

6.从业人员要求

6.1 投标人食品检验从业人员稳定性强，能保证食品抽检工作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投标人承担本次投标任务的检验人员，应具有较为丰富的食品检验工作经

验。

6.2 投标人食品检验从业人员岗位职责、分工明确。应设置独立的技术管理、

业务管理、抽样、检验以及统计分析等岗位，承担抽样、检测、数据汇总、结果

报送、分析评估等工作，能按照时限要求汇总上报检测相关信息，食品检验从业

人员总体数量与承检任务要求相匹配。

6.3 投标人食品检验从业人员职称结构良好。在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方法和

生产工艺等专业方向具有专家人才。

6.4 投标人应当持续加强对检验人员的培训，使检验人员熟练掌握食品安全

标准、法规，能按照国内现行有效的标准方法从事食品检测工作。

6.5 专门从事抽样工作的人员，须经过培训考核，熟悉《食品安全抽样检验

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15 号）相关规定，熟练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

统完成抽样工作。

7.实验室及设备要求

7.1 投标人实验室环境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实验室有关管理规定的要求。

7.2 投标人应具有满足承检任务需要的食品检测实验室面积，以及样品贮存、

运输需要的常温以及冷藏冷冻设备。

7.3 投标人实验室设置应当满足样品储存、处理、检验、数据处理、结果分

析汇总等工作要求。

7.4 投标人实验室具有固定并满足承检任务需要的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保

证仪器设备运行良好，有完整的仪器设备档案。不得租赁或借用他人检测设备。

7.5 投标人实验室具有保证食品检验活动所需的环境控制、数据处理与分析、

信息传输等设备设施。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的方式，投标报价包括本项目所需的买样费、人工费、

设备费、交通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以及验收等全部费用，采购人后期不追加

任何费用，请各投标人自行考虑谨慎报价。

2.本项目报价方式为统一费率报价，最高限价费率 100%。

3.某任务结算价（检测服务费）=对应任务预算×所报统一费率。

4.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

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

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

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由于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被

检人造成损失，或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采购人可取消其承检资格，投标人

承担赔偿责任和相关法律责任。

2.涉及抽检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投标人必须对其保密，不得向除委

托方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否则取消其承检资格；如造成经济损失及不良影

响的，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3.除采购人同意外，投标人不得将检验任务外包或分包给其他检验机构检验，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中标资格。

4.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 号）要求，本项目不接

受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参与投标。

五、承检任务

第 1包：1331.1万元，6955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A：预算 540.4万元，计：2274批次。国转移评价性抽检

（粮食加工品 410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6批次，肉制品 104批次，乳

制品 52批次，豆制品 30批次，蔬菜 381批次，水果 197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30批次，水产品 46批次，鸡蛋 44批次）。国转移监督抽检（粮食加工品 100批

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0批次，调味品 45批次，肉制品 30批次，饮料 80

批次，方便食品 25批次，罐头 20批次，冷冻饮品 13批次，薯类和膨化食品 20

批次，糖果制品 20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48批次，酒类 50批次，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8批次，蛋制品 20批次，淀粉及淀粉制品 30批次，糕点 230批次，食

用农产品 75批次）。省本级监督抽检（肉制品 3批次、乳制品 3批次、保健食品

36批次、特殊膳食食品 11批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4批次、婴幼儿配方食



品 10批次、餐饮食品 8批次、食品添加剂 25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B：预算 484.2万元，计：2887批次。国转移风险监测抽

检（粮食加工品 23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1批次，调味品 33批次，肉

制品 32批次，饮料 9批次，方便食品 10批次，速冻食品 18批次，糖果制品 7

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17批次，酒类 50批次，蔬菜制品 17批次，水果制品 10

批次，食糖 8批次，水产制品 7批次，豆制品 7批次，蜂产品 14批次，保健食

品 10批次，特殊膳食食品 11批次，餐饮食品 58批次，食用农产品 28批次）。

国转移监督抽检（粮食加工品 400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200批次，调味

品 100批次，乳制品 19批次，饮料 120批次，速冻食品 83批次，糖果制品 43

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100批次，酒类 200批次，蔬菜制品 70批次，水果制品

50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200批次，淀粉及淀粉制品 50批次，糕点 220批

次，豆制品 50批次，蜂产品 47批次，保健食品 20批次，特殊膳食食品 9批次，

餐饮食品 70 批次，食品添加剂 16 批次，食用农产品 220 批次，专项抽检 200

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C：预算 306.5万元，计：1794批次。国转移监督抽检（粮

食加工品 229 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47 批次，调味品 60 批次，肉制品

83批次，饮料 75批次，方便食品 54批次，饼干 21批次，罐头 37批次，速冻

食品 40批次，薯类和膨化食品 31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72批次，酒类 33批次，

蔬菜制品 165 批次，水果制品 26 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75 批次，蛋制品

39批次，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6批次，食糖 30批次，水产制品 40批次，淀粉

及淀粉制品 55批次，糕点 182批次，豆制品 35批次，餐饮食品 92批次，食用

农产品 267批次）。

第 2包：609.1万元，3695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D：预算 57.8万元，计：469批次。省级风险监测（粮食

加工品 32 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55批次，调味品 101 批次，肉制品 20

批次，饮料 20批次，方便食品 31批次，速冻食品 16批次，糖果制品 36批次，

酒类 37批次，蔬菜制品 40批次，水果制品 19批次，水产制品 24批次，豆制品

26批次，保健食品 12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E：预算 54.7万元，计：429批次。省级风险监测（粮食

加工品 28 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50 批次，调味品 85 批次，肉制品 24

批次，乳制品 3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20批次，酒类 38批次，水果制品 20批

次，食糖 23批次，蜂产品 24批次，保健食品 15批次，特殊膳食食品 25批次、

食用农产品 74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F：预算 52.6万元，计：402批次。省级风险监测（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 38批次，方便食品 25批次，速冻食品 12批次，薯类和膨化

食品 23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22批次，酒类 24批次，蔬菜制品 20批次，蜂产

品 25批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19批次，婴幼儿配方食品 20批次，餐饮食

品 119批次，食用农产品 55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G：预算 48.7万元，计：245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43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6批次，肉制品 6批次，乳制品 6批

次，豆制品 6批次，蔬菜 40批次，水果 17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11批次、水

产品 5批次，鸡蛋 5批次）。省级专项抽检一 10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H：预算 47.7万元，计：236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42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5批次，肉制品 5批次，乳制品 5批

次，豆制品 5批次，蔬菜 37批次，水果 16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11批次、水

产品 5批次，鸡蛋 5批次）。省级专项抽检二 10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J：预算 46.7万元，计：221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36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5批次，肉制品 5批次，乳制品 5批

次，豆制品 5批次，蔬菜 34批次，水果 14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9批次、水产

品 4批次，鸡蛋 4批次）。省级专项抽检三 10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K：预算 45.9万元，计：250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42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6批次，肉制品 6批次，乳制品 6批

次，豆制品 6批次，蔬菜 37批次，水果 16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12批次，水

产品 5批次，鸡蛋 4批次）。省级专项抽检四 11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L：预算 44.6万元，计：238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39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5批次，肉制品 5批次，乳制品 5批

次，豆制品 5批次，蔬菜 37批次，水果 16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8批次，水产

品 4批次，鸡蛋 4批次）。省级专项抽检五 11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M：预算 43.2万元，计：240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26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4批次，肉制品 4批次，乳制品 4批

次，豆制品 4批次，蔬菜 25批次，水果 11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6批次、水产

品 3批次，鸡蛋 3批次）。省级专项抽检六 15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N：预算 42.4万元，计：238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25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批次，肉制品 3批次，乳制品 3批

次，豆制品 3批次，蔬菜 24批次，水果 10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6批次，水产

品 3批次，鸡蛋 3批次）。省级专项抽检七 155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P：预算 42.3万元，计：243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21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批次，肉制品 3批次，乳制品 3批



次，豆制品 3批次，蔬菜 20批次，水果 9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5批次，水产

品 3批次，鸡蛋 3批次）。省级专项抽检八 17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Q：预算 41.7万元，计：244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19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批次，肉制品 3批次，乳制品 3批

次，豆制品 3批次，蔬菜 16批次，水果 8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5批次，水产

品 2批次，鸡蛋 2批次）。省级专项抽检九 180批次。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R：预算 40.8万元，计：240批次。省级评价性抽检（粮

食加工品 17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批次，肉制品 3批次，乳制品 3批

次，豆制品 3批次，蔬菜 16批次，水果 7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 4批次，水产

品 2批次，鸡蛋 2批次）。省级专项抽检十 180批次。

六、确定中标人

本项目允许投标人同时对两个标包进行投标，且中标标包数量不限，但每个

标包最多承检一个任务。

第 1包：

1.有效投标人与中标人数量关系

有效投标人数量 中标人数量

5家及以上 3家

4家及以下 流标

2.本项目中标人评审排名与承检任务分配关系

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对中标人进行排序，第一名优先从 3个任务中选择拟

承检任务，第二名优先从余下 2个任务中选择拟承检任务，以此类推。

第 2包：

1.有效投标人与中标人数量关系

有效投标人数量 中标人数量

15 家及以上 13 家

14 家及以下 流标

2.本项目中标人评审排名与承检任务分配关系

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对中标人进行排序，第一名优先从 13 个任务中选择

拟承检任务，第二名优先从余下 12 个任务中选择拟承检任务，以此类推。

两包任务递补情形

当出现招标文件或法律法规规定的中标结果无效的情形时，采购人可以根据

其余有效投标人得分排名按以下两种情形依次进行递补：



未取得中标资格的有效投标人数量记为 M，取消中标资格的投标人数量记为

N：

（1）第一种情形，当 M-N≥2 时，根据得分排名从未中标单位中依次递补 N

家单位，并重新依次选择拟承检任务，每名中标人最多承检一个任务；

（2）第二种情形，当 M-N＜2 时，本项目重新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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