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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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井泉：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执法不力或者叫做行
政不作为这些事，有这种现象。但是总体上应该说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这几年还是在积极的进取，加大食品药品
检查的力度，加大对食品药品生产企业生产产品抽检的
力度，及时公开抽检的结果，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确实也存在着记者朋友所讲的问题，有些以罚代刑，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一个，与现在的行政处罚为主的
司法体制有直接关系，也与部分地方保护、办案的过程中
受到各种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在工作的过程中与公安部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机制，在信息共享、案件移交、处罚结果公开等方
面，进行了密切的配合。很多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就是
食药监管部门给提供的线索。最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意
见》，对证据的取证标准、案件的移交，对信息的沟通和
加强合作配合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这些问题，既要
靠工作中密切配合，但更重要的是要对食品药品中的违
法行为、犯罪行为加大刑事处罚力度。任何处罚如果责
任不追究到个人的头上，这种处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
扣。刚才你们注意到上海福喜案在食品问题上犯罪，但
是他的罪名是叫做制造销售伪劣产品罪，什么时候能够
把在食品药品中掺假、造假、贴牌都能够以行为入罪，
那才能够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形成强大的震慑。我
认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并不贪恋这种行政处罚的权力，
而是努力真正履行好我们的职责，实现维护公众健康、
促进公众健康的目标。我从个人的角度，也是从我当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的角度，希望所有食品药品中
掺假、售假的行为按行为直接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然
后再附加相应的行政处罚。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我
们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去推动这项工作。

毕井泉：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作为原材料再次加工销
售，或者是偷偷更换日期，重新上市销售，这是属于用不合
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刑事犯罪，违法者要被追究刑事责
任。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案例，就是上海福喜公司的案
件。2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福喜公司经营回收
食品、过期食品的违法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以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分别判处上海福喜公司、河北福喜公司罚金120
万元，有10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希望所有的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的销售企业的法人代表、管理者
和质量负责人都要从福喜案中汲取教训，不要触碰法律的
高压线，要做有良心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食品监管部门的检查员也要加强对生产企业的全过
程，对经营企业经销全过程的日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立
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
也鼓励社会各界发现这类违法犯罪的行为，及时向监管部
门举报。

记者提问：针对部分食品加工和生产企业存在把过期
食品更改或者隐藏生产日期，或者把过期食品作为原材料
进行二次加工再进行销售的现象，不知道现在对这方面有
没有什么监管措施？

记者提问：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食品药品领
域的违法犯罪行为现在多发。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和有关部门
的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存在一定的关系。具体表现是以罚
代刑、有案不移的行为，不同程度的存在。请问在过去一年
中，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推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
上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成绩？

毕井泉：这个问题很有时效性，因为这是刚刚发出
来的新闻，而且这个新闻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
里说到的农兽药是否导致儿童肥胖是一个科学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有关方面的专家来论证。

我想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这个角度来对你这个问
题做一个回应，现在食品安全最大的风险就是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这叫化学性风险，这类化学性风险确实不
是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够用感官来识别的。生物性的
风险，像微生物引起的腐烂变质，看都能看个差不多。
另外，中国人有一些习惯，回去以后要高温蒸煮，基本上
也都给杀菌了。但是这类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确实是
我们自己无法识别的，消费的过程中也很难清除得掉，
所以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一直是我们食药监管部门监管
的重点问题。

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共抽检农兽药残留
相关食品4万多批次，在所有的食品抽检中占了1/4，我
们发布农兽药残留不合格产品有225批次，大概在几天
前，我们还专门发布了一期关于兽药残留的不合格食品
的公告。农兽药残留治理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农兽药
的检验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职业化的队伍和专
业的设备。我们的队伍，很多人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
技能的培训还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
为什么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食品药品的监管一定要
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检查员的队伍，不能把食品安全的监
管简单理解为眼看、手摸、鼻闻，简单看成就是市场的巡
查。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任何生产者在采购
食品原料的过程中要进行国家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的
检验。如果说动物源性的食品，包括猪牛羊肉、禽肉、鸡
蛋、水产品，生产者、加工企业进货时要检验，出厂时也
要检验。商品的经营者在进货时要进行检验，在销售时
也要对里面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所以，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加强
对生产企业、销售企业日常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市场上销售产品的抽样检验，并且要对抽检出存在农药
残留、兽药残留超标的产品进行追根溯源，要查到它的
生产者。日前，国务院专门发了文件，要建立产品追溯
体系，这是《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的。企业建立产品
追溯体系，这是一个企业的主体责任，所以不仅要在市
场上查，更重要的是在源头上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加快完善食品药品统一权威
监管体制，要求把“四个最严”落到实处。李克强总理也
要求抓紧提出健全完善体制机制的具体意见，健全从中
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权威监管体系，我们正在会同有关
部门积极推进。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关注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改革问题，要重视党的十八
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及新一届政府三令五申所要求
的，加快整合职能，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
配备与监管职责相适应的监管力量，保证我们在执法过
程中的需要。

记者提问：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江浙沪地区有一
些儿童的体内普遍含有兽用抗生素的问题，并且可能导致
肥胖，并且指出这个肥胖可能与兽用抗生素有直接关系，与
人用抗生素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不知道总局有什么回
应？另外，现在我国国内兽用抗生素残留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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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他们在研发、生产、检验全过程管理体系中存在的缺陷，2月26
日总局的官方网站发布了17家生产企业在体系方面存在问题的通告，
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今年将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品的监管、抽样检验，从去年每个
季度抽样检验公布一次改成“月月抽检、月月公开”，还要继续加大生产
体系的检查力度，严格控制婴幼儿配方乳粉配方的数量和品牌，禁止利
用配方进行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