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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
易发期，食品安全问题是客观
存在并且会长期存在，尽管我
国各级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
的态度是零容忍，绝不姑息、
绝不手软，但是食品安全没有
零风险，发达国家也一样。

客观上讲 2008年三聚氰
胺婴幼儿配方奶粉食品安全
事件以来，我们国家加快了食
品安全法治建设速度，加强了
食品安全的监管和社会共治，
加大了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行为的惩治力度，效果非常显
著。近几年中国食品安全总
体形势稳定可控，并且在不断
地向好的方面发展，这是客观
事实。但是很多中国老百姓
的感觉并非如此，老百姓感觉
的风险与实质风险之间存在
很大的反差，中国食品安全总

体状况是好的，但老百姓的感
觉基本上是差的。我个人认
为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绝
不仅仅是单纯的科学技术问
题、监管问题，而是已经演变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着
最大挑战之一是老百姓对中
国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不高，
放心不下甚至害怕，恐惧心理
在加重，谈到食品安全很多人
往往情绪激动，慷慨激昂、义
愤填膺，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问题高度关注，在食品安全
科学知识相对匮乏，对食品安
全问题的真假是非缺乏足够
的辨别能力，容易被错误的信
息所误导，前段时间八条腿的
鸡的信息信以为真，并曾转
发、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
例。因此加强食品安全宣传

为消费者答疑解惑是一项重
要性不亚于食品安全监管的
工作。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
食品安全问题对消费者心理
健康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对身
体健康的危害。食品安全监
管治理可以防止食品安全事
件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危
害，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和正确
的舆论导向能够避免食品安
全问题对消费者心理健康造
成的伤害。

很多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
不放心，很反感，甚至很害
怕。有人经常问我能不能不
用食品添加剂，我的回答很简
单。我们能不能不喝可乐、不
喝汽水、不喝啤酒、不喝干红、
不吃冰淇淋、不吃巧克力、不
吃面包、不吃饼干、不吃馒头、

不吃油条、做饭不用食盐、不
用味精、不用鸡精，这些我们
绝大多数人根本做不到。这
些食品当中都有食品添加剂，
所以，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归根
到底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
怎么用好的问题。第二，谈一
下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这是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首先
要强调的是凡是列为我们国
家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添加
剂按规定使用都是安全的，如
果不按规定超量超范围使用
就是滥用食品添加剂，是违法
犯罪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
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
从来就不是直接吃食品添加
剂，也不是直接喝食品添加
剂，而是在食品加工过程当中
使用食品添加剂，或者说食品
添加剂是用来制作食品，不是

用来直接吃的，也不是用来直
接喝的。我曾经举过一个例
子是豆腐，卤水豆腐我们吃，
卤水就是一种食品添加剂，是
用来做豆腐的，做豆腐没问
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卤水拿来
喝结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杨
白劳的结局。

第三点要谈的是，有的食
品添加剂也可以解决我们大
家担心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比如说松花蛋这是我国的传
统食品，除了可以直接吃还
可以做成皮蛋瘦肉粥，还可
以做成皮蛋粽子等食品。但
传统工艺生产的松花蛋铅含
量往往超标带来食品安全风
险，现在通过技术创新可以生
产出无铅松花蛋，其中最关键
的技术是采用了砷的食品添
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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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创新
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第三个方面就是责任约
谈机制，这个对企业、对地方
政府监管部门都有用，刚才
讲了三种机制。第四个就是
信用奖惩机制。这主要是针
对企业的，也就是说今后要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信用
进行分级管理，对失信的要
增加监督检查的频次，情节
严 重 的 要 通 报 有 关 主 管 部
门、证券金融机构实行社会
诚信连带。

第五个方面就是建立信
息公开机制。公开是最好的
监管，这次《食品安全法》当
中将近有 40多个条款用了公
布、公开、公告、公示，从许
可、抽检、处罚等等重要的信
息都要按照全面公开、及时
公 开 、有 效 公 开 这 样 的 原
则。便于全社会来对食品安
全工作来进行监督。

第六个方面就是建立绩
效考评机制，要建立上级对
下级，政府对部门这样的绩
效考评来推动监管工作的不
断落实。第七个方面就是建
立了共建两级机制。这次实
行食品安全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和奖励。过去我们
长期用惩罚手段，这次也要
增加激励手段。动力和压力

要有机地结合。
第八个方面就是建立行

刑衔接机制。要建立行政和
行政，行政和司法，比如现在
法律当中增加了很多行政拘
留、治安处罚。此外这种条
款也是一种机制，是一种权
责赋予机制，赋予什么？就
是对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
摊贩等它的处罚由地方人大
或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
或者地方性规章。过去法律
规定了很多年实际上全国只
有十几个省在做，这次我相
信各地会在一年之内应该抓
紧起草，抓紧出台，为什么？
因为对极小的处罚不是按照
《食品安全法》是按照你地方
的条例，如果你地方没有条
例你都没有法对这些极小的
进行处罚，我想这个也是一
个工作进程。最后一个机制
可 能 是 咱 们 关 注 最 大 的 机
制，那就是责任追究机制，这
次责任追究机制应当说可能
最严就严在这里。第一个方
面 是 坚 持 刑 事 责 任 优 先 原
则，今后对违法行为监管部
门发现以后首先判断它构不
构成刑事犯罪，构成刑事犯
罪首先移送公安机关来进行
处理，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查院有相关的规

定，很多规定是行为犯罪，只
要你有这种行为，不考虑你
的后果可能就直接移送公安
机关，首先进行刑事判断。
第二个方面就是加大行政处
罚，第一个就是最高起点的
处罚，可以到违法金额30倍，
过去是 20倍，实际上这当中
也提高了我们处罚的金额，
最严格恐怕也在这个里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建立了
资质。如果食品安全这方面构
成有期徒刑以上的终身不得从
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终身也
不能担任食品安全管理员。第
三个方面就是大家讲的建立行
政拘留，还有治安管理处罚。
那么这里面你比如说从最原来
的你出租房屋、出租场所提供
条件的那么严重也要除了给予
一般的处罚以外，也要加大处
罚的力度。对一些在使用巨毒
能量要给予行政拘留，发布虚
假食品安全信息构成治安管理
处罚的要纳入治安处罚，第三
个方面就是强化了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建立首付责
任制。这是跟我们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是一致的，消费者可
以对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等
任何人都可以要求赔偿，谁先
接到谁就赔偿，具体到最后他

们之间再自行来进行追偿。
第二个方面就是建立连带责
任机制，那么这次《食品安全
法》增加了6个方面的责任连
带。你比如说平台，你没有履
行管理义务使消费者受到损
害了，你要承担连带责任。以
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出具虚假
检验报告认证报告使消费者
受到损害的你也要承担连带
责任。大家也要注意，将来出
租房屋、出租设备，你明知人
家违法你继续帮助提供的，那
么将来你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这是一个惩罚性赔
偿，这次惩罚性赔偿可以做
价款的 10倍，或者损失的 3
倍，那么赔偿如果不足一千
的那么为一千，我们就加大
了整个惩罚性赔偿。食品安
全法的内容应该说是非常多
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
行解读，也可以说从理念、从
制度、从机制、从方式等等来
进行解读。刚才我讲的这里
面就是风险如何全面防控，
责任如何全面落实这两个角
度以外，还有两个角度希望
大家来进行思考。

那就是体系如何来全面
推进？中央提出建议统一全
面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如
何来打出权威的食品药品监

管机制，中央要推进食品药
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如何从体系的角度来
进行思考，我想我们《食品安
全法》实际上也有助于我们
建立一个体系来全面推进，
包括法律体系、标准体系、检
测评估体系，检验体系、执法
体系等等。那么对我们监管
部门也要从体系全面推进的
角度。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能
力如何来全面提升？

说到最后，应该说能力是
非常关键的，这里面新的《食
品安全法》对监管部门提出
了很多新的能力要求，比如
说监管形势的严判能力，食
品安全风险的管理能力，以
及信息的掌控能力，应急事
件的处置能力。那么行政执
法的职能等等都面临着很多
新的要求，新的一些挑战。这
里面的核心要把握一条：风险
管理是一个金钥匙，责任、落
实是一个紧箍咒，能力提高也
是一个试金石，把握这几个方
面大体也能够把握我们食品
安全主要的意图。下一步是
要认真学习，希望我们以法制
精神、法制思维、法制方式来
推动中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
水平，最终达到全面提升食品
安全法制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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