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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里长了虫子，法院除了
判超市退还货款，超市还要十倍
赔偿消费者。记者了解到，国内
法院近期分别对三起类似的案
件作出上述宣判，涉及乐天玛
特、家乐福超市等。

但是在一些商家看来，没证
据说生虫子的大米能吃坏肚子，
十倍赔偿不应该。对此，法院在
判决书中驳斥这一说法：“《食品
安全法》关于支付价款十倍的赔
偿金的规定中，并未设置存在实
质损害的前提条件。”

法院驳“有危害才赔十倍”

记者注意到，发生纠纷后，
商家均对十倍赔偿提出异议。
比如在苏州市苏杭时代超市案
中，超市代理人辩称，适用十倍

赔偿应该严格以消费者受到人
身、财产和其他损害作为前提。
代理人认为，就大米是否危害人
体健康而言，应当主要涉及农药
是否残存、重金属是否超标以及
其他专业上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的因素，大米是否生虫与是否直
接危害人体健康没有直接关
系。虫是否能够对身体造成直
接危害，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来
证实。消费者要主张大米本身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应提供
权威的检验鉴定部门对该大米
权威的检测报告。

法院认为，根据《食品安全
法》第 28条第 4项规定：“禁止
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
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
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
常的食品”。法院在判决书中

写道：“涉讼大米生虫通过肉眼
即容易发现，被告超市理应知
晓，但其仍进行销售，属于销售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

《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
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
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的赔偿金。”

法院认为：“《食品安全法》
关于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规
定中，并未设置存在实质损害的
前提条件，故被告关于十倍赔偿
需以损害为前提的相关意见，法
院不予采纳。”

不设赔偿前提
可倒逼销售者睁大眼

记者了解到，对《食品安全
法》规定的十倍赔偿，该法施行
后存在不同理解。有人认为，适
用十倍赔偿责任时，应当将消费
者受到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作
为支持十倍赔偿的前提。“这是
错误理解。只要是生产或销售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
应当作出十倍赔偿。”中国法学
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
长何山表示。

记者还发现，2014年 1月 9
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时，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明确。《规定》第15条明确指

出：“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
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
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
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发布会上，最高法新闻发言
人孙军工表示：“消费者主张食
品价款十倍赔偿金不以人身权
益遭受损害为前提。这对于统
一裁判尺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净化食品、药品环境，将产生
积极影响。”对此，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评论说，食品行业
关系国计民生，应对食品安全采
取猛药去疴的态度，对不诚信行
为零容忍，而惩罚性赔偿是一把
利剑，倒逼销售者睁大眼睛。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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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商场选购零食时，
经常见到过“丹麦曲奇”、“美国豌
豆”、“瑞士卷”、“加州西梅”等貌
似来自国外的产品。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不少看似进口的零食与
产品标称的地名并没有多大关
系，有些仅是原料来自国外，更有
不少标称外国地名的零食是地地
道道的国货。

工商部门表示，国产的“洋名”
产品，如果商标合法、质量合格可正
常生产销售。如果冒充进口产品或
是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则涉嫌
违法，应当予以查处并对消费者进
行赔偿。

日前，广州消费者刘女士就在
小区超市购买了几包“印尼虾片”，
黑色的包装上印着“印尼特产”，让
她毫不怀疑地以为是进口食品。在
吃的过程中，刘女士无意中拿起包
装来看，才发现自己吃的印尼虾片
竟是河北产品。刘女士表示，包装
袋上明确印着印尼虾肉片和印尼特
产，生产地却是河北石家庄；配料表
也仅有虾肉片，仅在最后面标着“原
料产地：印度尼西亚（虾肉片）”。明
明是国产，非要傍印尼特产冒充洋
货，让刘小姐感到受了欺骗。

此外，完全与进口国无关的产
品标注进口国名称作为商品名更加
令消费者防不胜防。日前，消费者
吴小姐就在乐购超市选购了一款

“丹麦曲奇”，仔细查看才发现是国
产的“丹麦风味曲奇”。吴小姐也是
被丹麦曲奇的名称忽悠，认为是进
口食品才购买，没想到丹麦曲奇却
是纯国货，连原料都没有标注有进
口字样。

工商部门表示，如果有证据证
明“洋名”的产品存在虚假宣传，就
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
予以查处并赔偿消费者。执法人员
表示，国产货起“洋名”，只要企业提
出的商标注册申请符合商标法规
定，不违反相关法律，就可以予以注
册并使用。国产的产品要标明真实
的产地信息，不能冒充进口食品。

（中新网）

诱人的名称、炫丽的包装、纷繁
的条目，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品种多
样，选择时却让人无从下手。作为食
品的“名片”，食品标签中专业的名称
和构成，也让不少人“坠入迷雾”，那
么，购物时你会仔细看食品标签吗？
食品标签应该怎么看？记者采访了
相关专家。

看懂食品，首先要先看配料表。
医院营养科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
食品配料表上排在前两位的是含量
最高的成分，其余依次往后。如果真
正的成分排在最后，而糖或盐放在前

面，就要当心了。比如巧克力，可可
脂是巧克力的主要成分，一般会排在
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换成了糖，那
么就得留意了，小心购买。

专家还提醒，只要写着“代”字
的，就必须注意这种成分是用其他化
合物或者添加剂调制而成，味道也是
用调味剂调出来的。像代可可脂，并
没有可可脂的成分，消费者应当少购
买这样的食品。

为了保证食物的供应，罐头食品
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出现，为人们的
生活带来便捷。专家表示，罐头虽方

便，但从营养学的角度建议能不吃就
不吃，尽量吃新鲜食品，食品经过加工
必定会造成营养素的流失，另外加进去
补充的跟原本有的还是有差别的，人体
对其的吸收和利用是不一样的。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要注意包
装噱头，不要被包装上刻意放大的词
语所蒙蔽，比如不含防腐剂，可没说
不含有其他食品添加剂。抗氧化剂、
香精、色素、增鲜剂之类都有可能在
里面。也就是说，不含防腐剂，并不
能保证它是“纯天然”状态。

（整理）

■ 消费解答

挑选食品看懂标签很重要

超市销售生虫米 被判十倍赔偿

本报讯 张琪 北京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工
作中发现“冠记”草菇老抽等4种
食品不合格（名单见附件），现决

定对不合格产品在流通领域采
取停止销售措施，名单予以公
示。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提醒消费者：凡已购买下列不合
格批次产品的消费者可凭购物小
票和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退
货。

“冠记”草菇老抽等4种不合格食品下架

■ 下架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