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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食品安全法》
突出风险和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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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特别报道

11月7日下午，第十三届中国食品安全年
会专题论坛在北京召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法规司副司长陈谞出席并就食品安全风
险防控与责任落实两点作主题发言。

在风险防控方面，陈谞介绍，我国食品安全
风险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多样性、叠加性等许
多特点，围绕食品安全风险的全面防控，新法确
立了“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
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
理制度”的总要求，在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和风险评估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制度。

一是建立食品安全风险分级制度。风险无
处不在，安全是相对的。二是建立食品安全风
险交流制度。有利于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实现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有序开展。三是建立
食品安全风险自查制度 。这既突出对企业主体
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风险防控的要求。四是
建立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制度。为强化责任约谈
的实施效果，法律规定了两方面的直接要求：一
是及时进行整改，二是约谈及整改情况纳入档
案或者记录。五是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
度。新法更加强调利用信息化等现代手段实现
食品安全的可追溯、可控制。六是完善问题产
品召回制度。新法增加召回有证据证明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七是建立特殊食品严格监
管制度。新法规定，国家对保健食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
行严格监督管理。八是建立农业投入品使用管
理制度。新法设专门条款加强对农业投入品，
尤其是农药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九是完善食品
安全标准管理制度。新法增加了完善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完善企业的食品标准和确立了食品
安全标准跟踪评价与问题标准通报报告制度等
内容。十是完善食品安全信用奖惩制度。新法
强化了食品安全信用奖惩制度，突出“一处失
信、处处受罚”的信用制约。

在责任全面落实方面，陈谞介绍，食品安全
法律关系的核心就是权利义务关系，概括起来，
就是责任关系。新法强化了食品生产经营者、
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
会、新闻媒体、检验机构、认证机构等食品安全
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合理配置，着力使各项义务
得到有效履行，各项责任得到有效落实。

一是建立食品安全贡献褒奖机制。新法在
贯彻落实“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同
时，突出了食品安全贡献褒奖机制。二是完善
食品安全绩效评价机制。新法在原有基础上，
增加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的评议、考核。三是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机

制。新法建立了“内部吹哨人”制度，规定举报
人举报所在企业的，该企业不得以解除、变更劳
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四是建立食品安全能力抽考机制。食品安全治
理属于专业治理。无论是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还是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都需要具有良
好的职业素质。五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机
制。新法突出了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有关公布、
公开、公告、公示等规定达40多处。六是建立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机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制度，有利于发挥保险的风险管理功能，用经济
杠杆化解食品安全责任纠纷。七是建立食品安
全立法约束机制。新法第36条规定，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八是建立食品安全部
门协同机制。新法在许多方面强化了部门间的协
同协作。九是建立食品安全行刑衔接机制。严惩
重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行政部门和司
法部门间建立有效的行刑衔接机制。十是完善食
品安全责任追究机制。新法按照“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的要求，加大了对各类违法行为的
惩处力度。

陈谞最后表示，食品安全靠大家，安全食品
联系着大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做好食品安全
工作。

11月7日下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食品安全监管三司副司长杜晓曦出席第十三
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专题论坛并发言。

杜晓曦介绍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监督抽
检的信息发布工作。首先介绍的是全国的监督
抽检工作，按食品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的理
念，突出三方面的重点，一是突出重点品种，二
是重点项目，三是重点区域。本着突出三个重
点的思路设计抽检的计划。

第一个是重点品种，它既包括流通范围广
的、销售量大、消费者投诉举报多的食品，还包
括在既往的风险监测、监督检查、专项整治、事
故调查等等工作当中表明存在较大隐患的这些
食品。如风险高、污染水平呈上升趋势的产品
以及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婴幼儿、孕妇、老年人
的食品等。这些都是包括在重点产品之内的，
我们抽检的频次、量都是更大的。

第二个是抽检的项目，抽检项目并不是一
份检品要检所有的项目，而是按计划抽检一类
食品中的某些品种，并且每一个品种检验哪些
项目，制定抽检计划的时候都要事先计划好
的。如农药的残留、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和添加、
重金属、污染物等一些安全指标。

第三个是重点区域，国家会围绕主要食品

生产区、食用农产品交易市场、餐饮场所、城乡
结合部、农村、中小学周边这些食品安全突出的
特定区域。同时也会增加抽检频次，加大抽检
量和力度。

另外，关于怎么布局，杜晓曦介绍，食药
检系统分国家、省、市、县四级，整个体系都有
监督抽检职能。为了提高监督抽检工作效
能，通过四级监管机构监督抽检的合理布局，
来实现监督抽检的全覆盖。所以就要有分
工，四级的分工是总局本级对规模以上的，占
市场份额较大的食品生产企业的抽检；省一
级食药监部门负责抽检本省已经获得食品生
产许可证的企业；市县级抽检本地鲜活农用
产品，小作坊加工的产品还有市县的餐饮单
位自制的产品。

此外，杜晓曦也强调，监督抽检是发现问题
的手段，通过监督抽检建立一个发现问题、查处
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链条闭环的工作体系。通
过监督抽检发现问题，提升整个食品的安全保
障水平。

监督抽检有助于建立我国食品质量的大数
据库，有了数据才可以分析我们国家食品安全
的形势。2014年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已经积累了四百多万条监督抽检的数据。今年

8月份上半年的监督抽检新闻发布会上，是用数
据说话的，非常有力。另外，监督抽检的数据有
助于对食品的问题成因做分析。

杜晓曦强调，监督抽检工作是科学性强的
工作，为保证监督抽检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总局颁布实施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管理办
法，制定了抽样检验工作办法和规定，加强了抽
验质量控制和管理考核。采取了异地抽样等
等，严禁事前告知抽检单位，提高了发现问题的
几率。

最后，杜晓曦介绍了信息发布工作。监督
抽检之后的结果按照法规的规定应该向社会发
布。另外，关于监督抽检的发布工作也有很多
规范，在总局网站设置了食品安全抽检的专栏，
下设了总局公告和地方公告两个栏目。这两个
栏目分别公布了总局和各省局公布的监督抽检
信息，同时还增加了查询功能，想查哪个企业和
哪个产品都可以查。2015年截止到现在发布了
33期总局抽检结果，涉及到十万多批次，转载到
各省药监局，大概五百多批次。

最后，杜晓曦表示，食品安全工作不仅仅是
监督部门的事情，希望食品生产企业也能够在
未来的食品安全工作中更加积极主动地作为，
各方携手一起提高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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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食品安全抽检
与信息发布规范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