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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六十六）【

□ 何焱

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是指有
经营场地、房屋或在固定区域，从
业人员较少，经营规模较小，从事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生产经
营者，主要类型表现为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小
食杂店等。据河北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统计，截至2016年1月
底，河北省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
22万余户。其中，食品加工小作
坊3万余户，占总户数14.2%；小
食杂店 6万余户，占总户数
28.31%；小餐饮近6万户，占总总
户数26.73%；小饭桌7038户，占
总户数3.16%；食品摊点5.7万余
户，占总户数26.01%；其他食品相
关 业 态 3690户 ，占 总 户 数
1.66%。这些小型食品生产经营
者量多面广，与人民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对方便群众生活，增加就
业，满足众多消费者的饮食需求
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小型食品生产经
营数量众多、分布城乡、业态复
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暴露出诸
多问题：从业者素质不高，食品安
全知识缺乏，守法经营意识淡薄，
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设施、设备、房
屋等简陋落后，卫生条件脏、乱、
差，食品质量难以保证；生产经营
管理制度缺失，生产经营科学化、
规范化程度低；食品添加剂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现象严重，导致食
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生产销售
不合格、超保质期、无包装、标识
不全等食品等等。在政府部门监
管中，存在着法律法规及监管制
度不健全；监管部门职责不清，多
头管理；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缺少
必要的监管经费和设备，对违法
问题发现不及时，查处打击不力
等。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
一是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息
不对称。在食品生产经营中卖方
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

息，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
位，而消费者则处于比较不利的
地位；二是小食品生产经营者的
逐利本性。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
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
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利己，追求
效用最大化，会借助各种不正当
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小型食品
生产经营者，为了降低生产经营
成本，谋取超额利润，往往采取偷
工减料、滥用或超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销售过期食品等进行各种
违法行为；三是教育和监管不到
位。对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教
育引导工作薄弱，经营者的法律
意识、自律意识不强，生产经营管
理水平低下，违法成本低等等。
在自律不强，他律不力的现状下，
食品安全受到极大的挑战。这些
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
节，只有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对
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法律和
行政的规制，才能提升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

加强对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
监管，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监
管制度。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小型食品生产经营
者法规立法进程，使监管有法可
依。对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监
管，立法是前提。在立法中应当
坚持以下几点：一是必须体现“四
个最严”要求，实现监管全覆盖。
按照“宽进严管”的理念，力求实
现全过程、全环节的监管，把所有
小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地方
法规调整范围；二是必须突出国
家和省食品监管体制改革成果。
进一步明确小型生产经营者的管
理体制，完善地方各级政府、食品
安全委员会及各级监管部门管理
责任，实现监管体制的统一权威
高效；三是必须体现分类监管理
念。对小型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
活动，在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基
础上，有针对性地补充、完善相关
制度，适当设定准入门槛，对其实

行分类管理，对违法行为实行严
格的法律责任制度，体现“严惩重
处”的要求；四是必须体现现代食
品安全治理理念要求，实行社会
共治。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有序参
与对小型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治
理，形成对小型生产经营者全社
会监督的格局。

二是科学设定小型食品生产
经营业态的市场准入门槛，实现
监管工作的全覆盖。在市场准入
方面，应当突出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要求，体现监管权力下移，便民
服务原则，对不同的食品经营业
态采取不同的市场准入门槛。要
明确准入条件。要求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必须有相对固定的经
营场所，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设
备设施，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等。从业者应当持有关文
件，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申请领取登记证。
并与健康证在醒目位置公示，便
于消费者监督。对于小摊贩由于
其流动性强，遍布城乡各个角落，
在市场准入条件和申请提交文件
方面应当更加简便。如果从事经
营活动只要具备与其经营的食品
品种、数量有相应的设备设施即
可。经营者可以就近到所在地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并领取
备案卡。这样做既可以降低准入
门槛，又方便经营者，有利于消除
无证经营，把所有小型食品生产
经营者纳入监管范围。

三是建立科学统一规范的监
管体制，提升监管效能。旧的监
管体制对小型食品生产经营业态
采取了多部门分散监管模式，管
理制度和标准不统一，管理体制
不衔接。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明
确各级政府及食安办，各级监管
部门的职责，实现各司其职、协同
监管。各级政府负责组织领导本
行政区域内的小型食品生产经营
业态的监管工作。各级政府食安
办对小型食品生产经营业态进行
综合协调、监管指导，推进综合执

法。乡镇街道人民政府要建立监
管员、协管员、信息员队伍，负责
本区域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信
息报告、协助执法等工作，并与监
管执法部门协作，形成分区划片，
包干负责的工作责任网络。食品
药品监管、工商、卫生计生、公安、
教育、城市管理、农林等监管部门
要各司其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做好监管工作。

四是建立科学的监管制度，
提升经营和监管水平。对小型食
品生产经营监管必须根据其生产
经营特点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
督促其依法经营。这些制度有以
下几个方面：负面清单制度：规定
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生产法
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高风险食
品，由各级政府制定目录并向社
会公布；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生产
经营者对购进的原料、食品添加
剂及相关食品，应当查验相关证
明，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生
产经营信息公示制度：生产经营
者应在显著位置公示登记证或备
案卡、从业人员健康证等信息，接
受社会监督。

对监管部门来说应当建立如
下制度，日常监管制度：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小型食品业态
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并组织实施，
食药监部门应当按照年度监督管
理计划制定实施方案，通过巡查、
抽查等方式加强日常监管，及时
查处违法行为。抽样检验制度：
食药监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小型
食品经营者所生产经营的食品进
行抽样检验，不得收取费用。培
训制度：食药监部门应当对小型
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法律法规和
专业知识培训。黑名单制度：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严重违反食品
法规的生产经营者列入黑名单并
依法予以公布，被列入黑名单的
企业三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监管信息共享制度：负
责监管食品生产经营的政府部门
应当建立网上信息平台，对小型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登记、备案、允
许经营区域、工商注册等方面实
现网上申请、信息共享、联动审
批。

五是建立科学的监管服务网
络，实现社会共治。小型食品生
产经营者点多面广，与人民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必须依靠全社会
的力量实现综合治理，营造良好
的社会共治格局。一是组织动员
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监督。与小
型食品生产经营有关的行业组织
应当进行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诚
信建设，引导规范其依法经营，促
进本行业食品安全水平提升。各
级消费者协会、新闻媒体应当大
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
知识，引导消费者增强食品安全
意识、依法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二是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小型食品
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投诉
或举报，有权向监督部门了解食
品安全信息，对政府有关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和管理服
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提供
违法行为线索并查证属实的举报
人依照规定给予奖励。

六是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
为小型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良好
的环境。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小
型食品生产经营的发展工作，加
强服务和统一规划，鼓励集中经
营。各有关部门要通过业务培
训、资金扶持、场地租金优惠、就
业帮扶等措施鼓励和支持小型食
品生产经营者规范操作，改进生
产经营条件和工艺技术，创造自
己的品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考虑交
通、市容、群众需求等因素按照
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划
定生产经营区域并及时公布。
适宜开办早市、夜市或集中生产
交易的区域应当统筹建设集中
管理并配备检验、供电、供水、排
污等设施。

（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如何建立科学的小型食品生产经营监管制度

关于小龙虾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科学解读

一、背景信息
在吃龙虾的季节，一盆小

龙虾加几瓶啤酒实在是非常惬
意。但最近网络流传，吃小龙
虾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症，如果
一旦患病，很容易出现肌肉酸
痛等症状，甚至导致肾损伤。
这可让人们忧心忡忡。吃小龙
虾真的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症
吗？

二、专家观点
（一）洗虾粉不是致病元凶

网络上流传小龙虾之所以
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症，是因为
现在吃的小龙虾都会用洗虾粉
清洗。而洗虾粉是由工业强酸
草酸组成的，会导致横纹肌溶
解。但草酸并不是导致横纹肌
溶解的元凶。

首先，从机理上来看，草酸
不具备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可
能。尽管它的确酸性较强，但是
由于是水溶性，洗完之后又经过
很多加工程序，不可能在虾身上
有很高的浓度，也不足以导致危

害。而且，我们平常吃的很多蔬
菜里也富含草酸，比如菠菜。

其次，草酸具有腐蚀性，要
是含量多，吃下去首先就会侵
蚀消化道，引起恶心呕吐、烧灼
感等不适，而不是先有肌肉酸
痛这些临床症状。

（二）无充足证据表明吃小
龙虾致病

实际上，国内外均曾有过
因为吃小龙虾而导致横纹肌溶
解症的案例。早在1924年，在
波罗的海沿岸哈夫区，就报道
了有因食用水产品导致的不明
原因的横纹肌溶解。

我国南京也曾发生过因
“横纹肌溶解症”而入院的病
例，流行病学家从病人就餐史

分析，怀疑小龙虾是导致这一
事件的元凶。从南京事件的流
行病学调查结论来看，发生横
纹肌溶解病例确实与吃小龙虾
有关。但是专家对搜集到的样
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检测分
析，并未发现异常，也没有找到
可能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物
质，最终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哈
夫病”，但病因不明。根据美国
的诊断认定标准，如果食用水
产品24小时后发生四肢乏力、
不明原因的腹泻、腹痛，以及酱
油尿等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常
见症状，但根据诊断调查找不
出具体的致病物质，就诊断为
哈夫病。总的来说，目前并没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吃小龙虾会

导致横纹肌溶解症。

三、专家建议
如何放心吃小龙虾？
首先，如果自己购买小龙

虾在家做着吃，在选购时尽量
去正规的市场，保证小龙虾鲜
活清洁；买来活小龙虾后，最好
放在清水里充分洗净。

其次，如果在外吃小龙虾，
最好选择正规、卫生的餐厅餐
馆，不要去卫生条件差的街头
摊点。

此外，鱼虾等水产品特别容
易被致病菌污染，如副溶血性弧
菌，建议在食用时一定要充分烹
调煮透。尽量不要吃不新鲜、来
历不明和不认识的水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