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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指供人们饮食的袁可维持尧改善或者调节人
体代谢机能袁具有营养性尧功能性尧多样性的食物类产品在
种渊 养冤殖尧加工尧运输尧销售等活动中袁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
要求袁 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
导致消费者病亡或危及其本人及后代的隐患遥 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袁不仅关
心吃饱尧吃好袁还注重食品的营养尧健康遥可近几年市场上频
繁出现的野 毒奶粉冶尧野 毒火腿冶尧野 苏丹红冶尧野 人感染猪链球
菌冶袁以及油炸食品丙烯酰胺超标尧饮料中苯超标等食品安
全事件袁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的安全袁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袁甚
至还关系到公民对社会和政府的信赖问题遥 食品安全是目
前公共健康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遥
1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不足之处

1.1 监管部门职责不清 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部门偏多袁
若加上食盐尧海产品等特种行业袁监管食品的部门更多袁因
此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多达 19个遥以鸭蛋为例袁鸭子
在喂养过程中饲料归农林部门管袁咸鸭蛋生产加工过程属
质监部门管袁而走上市场后又归工商和商业部门管袁鸭蛋端
上餐桌后又归卫生部门把关遥 每个部门都守着自己的野 阵
地冶袁各司其职袁表面上看是监管野 无缝链接冶袁可食品从种植
渊 养殖冤尧用药尧生产到加工尧储存尧运输等环节中仍存在野 多
不管冶地带袁稍有疏忽食品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遥食品安全
监管的部门虽然多袁但都是被动管理袁平时不出问题没有哪
个部门主动上门去监督尧检查袁出了问题要么都争着去检查
执法袁要么互相推诿扯皮遥
1.2 法律尧法规不健全 食品安全方面没有完善的尧职责
明确的法律尧 法规和政府文件袁 且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不
够遥对违法企业处罚太轻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遥目前袁对食
品安全方面违法违规企业的监管袁至多处以违法所得的 1耀
3倍罚款袁处罚过轻遥如苏南某县级市 2006年国庆期间发
生200人吃卤菜中毒事件袁 虽然没人中毒死亡袁 但影响很
坏袁这样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最终却只以罚款尧整顿了事遥

1.3 食品科学检测方法落后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很大

程度上是依靠技术机构提供的有效数据为准袁 如果质量监
管部门在食品检测过程中袁由于技术设备陈旧袁致使食品虽
然通过了检测袁但潜在问题并没有被排除遥目前我国存在质
检机构的检测设备落后尧老化袁跟不上市场需求的情况遥因
此袁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袁一是要加快设备更新的速度袁二
是要提高人员素质袁并加快标准的更新和完善袁利用技术优
势督促尧监督企业袁加强质量管理的自律行为袁真正为老百
姓的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遥
2 国外食品安全监管原则和方法概述

2.1 法国 法国是一个有着美食传统的农业国家袁食品加
工业极为发达袁有 10 000多家农业食品企业袁年产值 1 200
亿欧元袁约占 GDP的 10 %遥就法律标准体系而言袁法国早在
1905年 8月 1日就颁布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遥在认证标
示体系中袁法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上认为提高透明度尧可追溯
性尧自我监控三方面很重要遥为此袁该国以非常严格的标签
制度为纽带袁使政府各部门尧消费者加强对食品的监督遥在
法国袁出售的食品必须有标签袁并规定必需标注的内容袁如
正确的名称尧组成部分尧纯净量尧批量号码尧最长使用期尧使
用说明尧生产者袁以及一些特别的条款袁违反规定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会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遥在质量保证上袁法国有一
套完善的认证制度遥 食品在安全质量上首先必须满足欧洲
标准和法国标准遥
2.2 美国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分为联邦尧州和地区
三级遥三级监管机构聘用流行病学专家尧微生物学家和食品
科研专家等袁采取专业人员进驻食品加工厂尧饲养场等方
式袁从原料采集尧生产尧流通尧销售和售后等各环节进行全方
位监管袁构成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遥
2.3 日本 根据修订的叶 食品卫生法曳袁日本对 799种农药
和兽药设定了残留限量标准袁 而且必须定期对所有农药和
兽药残留量进行抽检遥在加工环节袁原则上除厚生省指定的
食品添加剂外袁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尧进口尧销售和
使用其他添加剂遥在流通和销售环节袁叶 日本农林规格法曳明
确制定了生鲜食品和加工食品的产品标注标准遥
2.4 韩国 完善安全的食品制造和流通体系袁鼓励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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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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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食品安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大作用出发袁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食品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遥同时借鉴国外对食品
安全监管的原则和方法袁从监管体系方面提出了几点对策和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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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食品安全管理袁 整合机构加大对食品安全的调查和处
罚力度遥韩国还成立了野 食品安全企划团冶袁负责推进修改法
律尧统合机构遥
2.5 德国 叶 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曳尧叶 食品卫生管理条例曳尧
叶 HACCP方案曳尧叶 指导性政策曳 是德国食品安全的四大支
柱遥在德国袁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
注明商标尧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袁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
的显著标志遥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袁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
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遥
2.6 加拿大 加拿大以农业部为主导部门袁 采取分级管
理尧相互合作尧广泛参与的食物安全管理模式遥1997年加拿
大议会通过了叶 加拿大食品监督署法曳袁决定在农业部之下
设立一个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要要要加拿大食品监督署

渊 类似于中国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或者部属事业单位冤袁 统一
负责加拿大食品安全尧动物健康和植物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遥
3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几点建议

3.1 实现国务院对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垂管 借鉴

丹麦管理食品安全的模式袁将工商尧卫生尧商务等主要部门
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划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袁通
过法律赋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权限袁 并将现
在全国省以下垂直管理体系改为国务院垂管遥 对人民群众
最实际的生活健康问题实行国家统一管理袁 一是真正体现
了执政为民的宗旨和食品安全的国家战略地位曰 二是可以
充分利用现有药品监管的资源袁做到少投入尧多产出袁降低
行政成本袁并在监管模式上与发达国家接轨曰三是解决发达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由于政府投入不一袁 对食品安全保障程
度不同的现状袁 实现不同地区人民群众对饮食安全的同等
保障曰 四是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政府问责
制的执行袁提高监管效果遥
3.2 构建信息化监管网络 信息化监管网络指加大信息

技术在食品安全和商品质量监管领域的运用袁 以工商行政
管理专网和 12315信息化网络为依托袁以计算机技术尧互联
网技术及移动通讯应用技术等为手段袁通过统一标准尧整合
资源尧完善监管内容尧扩展应用功能等措施袁大力推进网络
化建设袁建立食品尧商品经营主体数据库袁食品及重要商品

数据库袁规范食品安全和商品质量监管系统袁逐步实现野 网
上咨询尧网上受理尧网上查办尧网上调度指挥尧网上应急处
置尧网上动态监管尧网上发布信息冶等功能袁对食品安全和商
品质量市场准入尧仓储尧销售尧退市进行现代化全程监管袁努
力提高监管执法效能遥信息化监管网络将是 2007年我国食
品安全监管的一个新亮点遥
3.3 重新认识消费者监管的重大作用 除了政府监管袁通
过消费者诉讼来实施野 私人监管冶也能够保护食品安全遥依
野 民法通则冶尧野 产品质量法冶和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冶袁制造或
销售伪劣食品致害构成缺陷产品侵权袁制造者和销售者须
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袁即消费者可以任选制造者或
销售者要求其赔偿所受损害遥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遥如经营者故意隐瞒缺陷袁即
构成欺诈袁受害消费者还可依照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冶第 49
条袁要求经营者双倍赔偿渊 即惩罚性赔偿冤遥由于生产者和销
售者须对缺陷产品致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袁 销售者为避免
责任便会自动检验产品质量遥这样袁在政府监管之外就自发
产生了一个产品质量检测机制遥这个机制是否有效袁取决于
消费者可能提出的赔偿诉讼能否对生产者和销售者产生足

够大的威慑力遥在法律上袁惩罚性赔偿的责任要件是很严格
的袁必须以经营者实施欺诈为要件遥而且袁依产品质量法袁制
造企业对产品投入流通时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的缺陷不承

担赔偿责任遥这种情况当然也不构成欺诈袁不会产生惩罚性
赔偿遥因此袁消费者诉讼通常不会压制产品创新袁造成企业
的过度负担遥相反袁严格的质量要求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遥
4 结语

近年来袁 食品安全问题业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焦
点之一袁各国都在下大力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遥在强调
以人为本尧和谐发展的理念下袁树立从野 农田到餐桌冶的全过
程食品安全意识袁努力构建政府尧企业尧科研机构尧消费者共
同参与的监管体系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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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进行回收处理遥
3.5 结合本地实际袁开展绿色化学教育 为了让学生亲自

体验绿色化学袁可组织学生到生态农场尧环保企业尧农业示
范园区等地参观考察袁因为对于农业院校学生而言袁有关农
村的环境知识应是环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通过现场教
学袁能使学生对化肥使用尧绿色食品等有更感性的认识遥也
可组织学生到玻璃厂尧造纸厂尧化肥厂等工厂参观袁了解在
处理工业野 三废冶方面所做的工作袁用什么设备来转化野 三
废冶袁还可以让学生开动脑筋袁设想对尾气处理的意见和废
液的转化利用还有哪些更好的的方法遥 如果工厂已有成功
的绿色化学改造的经验袁 比较改造产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等遥让学生通过实地环保教育袁增强绿色化学理念尧掌握
实际的绿色化学知识遥
4 结语

开展绿色化学的研究尧开发和利用任重道远袁我国的环

境保护不能再走野 先污染后治理冶的老路袁而必须走野 经济建
设尧城乡建设尧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尧同步实施尧同步发展尧实
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冶[5]的新路袁所以作为化学教
育工作者有责任尧 有义务承担起普及和宣传绿色化学的任
务袁为制造一个洁净尧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袁为实现我国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尽一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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