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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就农业转基因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都非常
关心转基因的问题，为了使大家对
转基因的有关情况做更多的了解，
4月13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举行
新闻发布会，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
长廖西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
委员吴孔明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向
媒体介绍农业转基因有关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必须在转基因技术
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发布会上，廖西元表示，发展转基
因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中央对转基因工作要求是明确的，也
是一贯的，即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
新；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管理上
要严格，坚持依法监管。今年中央1号文
件强调，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
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必须在转基
因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为此，国务院
2008年批准设立了转基因重大专项，支持
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我国科研人员克隆
了100多个重要基因，获得1000多项专
利，取得了抗虫棉、抗虫玉米、耐除草剂大
豆等一批重大成果，我国自主基因、自主
技术、自主品种的研发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
只有棉花和番木瓜，2015年转基因棉花
推广种植5000万亩，番木瓜种植15万
亩。从科学研究上讲，众多国际专业机
构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已有权威结
论，就是通过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
是安全的。从生产和消费实践看，20年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累计种植近300亿
亩，至今未发现被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
全事件。因此，经过科学家安全评价、
政府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

我国按照全球公认的评价准则，借
鉴欧美普遍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建立
了涵盖1个国务院条例、5个部门规章
的法律法规体系，覆盖转基因研究、试
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许可审批和
产品强制标识等各环节。组建了由64
名专家院士等组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委员会、47位专家组成的全国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42个第三方检验测试机构，负
责转基因安全评价、标准制定、检验检
测。国务院建立了由农业、科技、环保、
卫生、质检、食药等12个部门组成的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部设立了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
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日常管理
工作；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转基因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
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技术规
程和管理体系，为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
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农业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农业转基因工作的战略部署，按
照《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等法律规定，严格监管。一是每年
专题研究和部署转基因监管工作，要求
严把研发试验关、品种审定关、生产流通
关，有效防范转基因育种材料、转基因品
种和转基因种子非法扩散。二是加强联
合督导，在春耕备耕、秋收冬种、购种销
种关键时节，对制种基地和种子生产基
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对近年
发现有问题及被举报的种子企业、经营
门店和乡村经销点全覆盖抽检，重点市
县分组包片，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落
地。三是严肃查处违法种植，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近期，还将对转基因作物监
管工作，作进一步部署和安排。

我国对上市转基因产品
采用全球最严评估体系

记者：关于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
社会上一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社会公
众也是十分关心。请问转基因到底安
不安全呢？

吴孔明：转基因安不安全是有明确
的权威结论，也就是转基因作为一项技
术是中性的，这个中性的技术研发出来
的产品是需要对它进行一系列的安全
性评价。只有经过安全性评价的转基
因产品才能上市，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它
的安全性和传统的食品是等同的。经
过安全性评价以后审批上市的转基因
产品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是等同于传
统食品。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应配套制度的规
定，我国是实行严格的分阶段的评价。

在国际上对转基因安全的评价基本上
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美国模式，是针
对产品，研究出来的产品，不管是转基
因技术还是什么技术，就是对这个产品
进行评估。一种是欧盟模式，是对过程
评估，只要是使用转基因技术，都对技
术过程进行评估。我国是既对产品又
对过程进行评估，从全球来看是最严格
的评估体系。从全球的角度，有众多权
威科研机构对这些转基因产品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总体
的结论也证明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
食品是安全的。

进口大豆食用安全性有
充分保障可放心食用

记者：根据农业部的公开信息，去
年我们国家进口了8169万吨大豆，这里
大部分应该都是转基因。想关注两个
问题：第一，为什么进口量这么大，这些
大豆的用途分别是什么，如果是不同的
用途，比如用作豆粕或者食用的话，它
的安全评价是怎么进行的，这个过程有
没有区别？第二，我们关注进口大豆的
数量，我们简单计算了一下大概是接近
国内产量7倍，如果需求这么大的话，
为什么国内自己不种呢？

廖西元：大豆在我们国家有悠久的
使用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植物蛋白来源，
也是重要的食用油来源。随着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对大豆的
需求不断增加，目前我国进口大豆主要
用于两方面：一是饲料豆粕，二是食用豆
油。以食用豆油为例，在十几亿人食用
油大量增加的背景下，人均使用量年消
费从80年代初的2.6公斤增加到目前的
22公斤，在这样大量增加的背景下，我
国进口大豆是必须的、难免的。

据测算，我国大豆需求量从1990年
的 1100万吨增加到 2015年的 9300万
吨，但我国大豆总产量远不能满足国内
需求。从1996年起，我们国家成为大
豆的净进口国，进口量从当年的111万
吨持续增加到 2015年的 8169万吨。
2015年的进口量相当于我国要用6.7亿

亩的耕地才能生产出来，如果都由国内
来生产，肯定会挤占其他的作物。因此
要满足国内大豆消费需求，在发展国内
生产的同时，还要靠进口来弥补。

此外，转基因大豆是安全的，我国
进口安全审批更加严格，审批决策更为
审慎，在安全评价过程中，已充分考虑
了已知的各种用途。因此，食用安全性
有充分的保障，可以放心食用。

网传转基因识别方法没
有科学依据

记者：最近网上流传一首关于转基
因识别指南的打油诗，上面有说到我国
目前的小麦、水稻、水果和蔬菜，蔬菜包
括胡萝卜、番茄、土豆、彩椒等一些品种
都是转基因食品，并且这个打油诗告诉
消费者，让大家不要去购买和食用这些
转基因食品，也想请您给提示一下目前
市场上有哪些是转基因食品，哪些不是。

吴孔明：转基因产品可以分成两
类：一类是我们自己种植和生产的，到
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只批准转基因抗虫
的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的番木瓜两个
农作物商业化应用。另外一类是我们
从国外进口的作为加工原料，转基因的
大豆、转基因的玉米、转基因的油菜、转
基因的棉花，但是我们进口转基因的棉
花基本上是纤维。还有转基因的甜菜
以及这几种作物在国外的直接加工产
品。所以目前在我国市场上，流通的转
基因的相关产品，就是我们批准种植的
和批准进口的这几个作物，其他是没有
的。网上传播的像小麦、水稻、水果、蔬
菜和番茄、大蒜、洋葱、紫薯、土豆、彩
椒、胡萝卜等，其实都不是转基因品种。

转基因的检测，从科学层面上只能
通过基因检测，像转基因的抗虫棉花，在
抗虫的性状上通过虫子的危害是肉眼可
以看到的，真拿出种子，人是看不出来
的。包括玉米、大豆和常规的一些外表
和颜色上是没有区别的。从这个角度来
看，刚才谈到网上传播的转基因识别的
指南里面很多东西没有科学依据。

（中国食品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