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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六十七）【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作为食
品安全治理的生产经营主体、责
任主体和交流主体，积极参与风
险交流，不仅可以依据自身实
际，用最真实的生产经营信息
帮助风险评估者及各利益相关
方科学理解风险信息，避免消
费者误读误解造成过度反应。
同时也可以提高消费者信心，
扭转企业形象，化风险为机
遇。企业要坚持科学客观、诚
实守信、及时公开以及理性参
与的风险交流原则。面对食品
安全风险交流困境，需牢固树
立风险交流意识，认真把握风险
交流原则和沟通策略，充分借力
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优势，才会扮
演好交流者角色。

企业是食品安全治理的责
任主体，也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主体

2015年，食品安全法的修订
进一步强化了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的大格局，确定了食品安全工
作要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
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重要原
则，并在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和
评估基础上确立了风险交流的
制度。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各
利益相关方围绕食品安全风险
及其相关因素交换信息、意见和
看法的过程，其参与者不仅包括

政府等风险管理人员，还包括风
险评估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
界和其他感兴趣各方。新食品
安全法不仅确立了企业作为生
产经营主体的角色定位，也明确
了食品安全治理中企业所应承
担的风险交流职责。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
重要参与者，提供安全的食品是
其基本职责，同时，企业也是食
品安全治理的交流主体，积极主
动参与风险交流，接受社会监
督，赢得社会尊重，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更是企业稳步增长、保
持收益的根本保证。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
度及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与
完善过程中，社会处于公众危机
意识觉醒和食品安全总体认知
水平偏低的矛盾境地。由于食
品安全风险存在不确定和不稳
定性，极易引起大范围的负面情
绪。企业及利益相关方缺乏日
常的风险交流意识，公众认知与
科学评估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加
上媒体传播效应的放大，使得企
业的每一次危机应对都成为公
众质疑的焦点，即便是科学公正
的评估结果也不能有效澄清事
实。当前企业所参与的风险交
流均为危机应对时的信息发布，
没有沟通的互动信息，更没有规
范的交流策略，并未将风险交流

列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常态
化工作。

企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应坚持四原则

企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要坚持科学客观、诚实守信、
及时公开以及理性参与的原
则。科学客观是贯穿风险管理
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要求风险识
别的依据要科学，对风险的描述
和不确定性要客观，制定的评估
政策要合理，评判的风险评估结
果要公正。诚实守信要透明要
互信。由于利益冲突及利益选
择的矛盾性，使得企业或其他风
险交流参与者避重就轻，或担心
消息扩大对自身利益可能造成
的影响而被动沟通，往往使自己
陷入信任危机。守信最重要的
是先要建立信任，没有信任就没
有交流，但信任的建立与维护是
一项长久的系统任务，守信才是
企业生命力延续的重要保障。
及时公开原则表明信息发布的
时效性要强。不论是日常的风
险交流还是危机事件处理中的
风险交流，尽早公布是需要优先
把握的原则。由于风险初期掌
握的信息不全面、判断不准确，
尽早公布信息有可能出现错误，
但可以避免谣言抢占权威信息
的空间。在新媒体不断涌现的

今天，坚持及时性的同时，要为
交流内容的不确定性留有余地，
掌握交流策略。理性参与原则，
不仅是企业在交流时要理性判
断，同样企业的交流要促使公众
理性对待。在风险与利益的选
择时要理性选择，面对公众的质
询时更要理性对待，依靠科学评
估，尽早制定整改措施，针对公
众的期待点和关注点，确定交流
内容和交流技巧。将如何识别
食品安全问题，评判自身风险评
估结果，制定企业内部的风险评
估政策，划分风险等级，最终选
择适合的风险管理措施作为风
险交流的重点，将风险交流作为
企业常态化的风险管理手段。

有效交流助力食品安全风
险治理

企业如何在危机事件乃至
日常生产经营中有效利用风险
交流的手段和技巧，从事件暂时
平息到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恢
复，企业遭受的不仅是经济风
险，更多的是信任风险。因此，
企业如何在风险交流中扮演好
交流者角色，有必要从以下三方
面进行思考：

牢固树立风险交流意识。
树立企业全员的风险交流意识，
提升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道德
修养和职业素质，是企业参与风

险交流的基础保障。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要尊重消费者获取有
质量保障的食物的基本权利，更
要尊重消费者的安全权及与此相
关的知情权、选择权和求偿权，积
极探索食品安全技术手段和风险
交流策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认真把握风险交流原则。
企业在风险交流中要把握科学
客观、诚实守信、及时有效和理
性参与的原则。风险交流要达
到预期目标关键在于依据科学
的评估结果，了解受众的信息需
求和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才
能将正确的信息以易于接受的
方式，通过合适的渠道传递给他
们。风险交流强调各利益相关
方参与，通过多方参与促进共识
形成，培养公众理性认知，注重
行业、企业、媒体、公众的理性参
与，弥合认知差异。

充分借力行业协会优势。
不断丰富风险交流工作形式和
渠道，充分借助行业协会、媒体
等风险交流平台，形成企业与行
业协会等第三方相辅相成、相互
补充的局面。借助行业协会、媒
体等第三方平台，在宣传企业生
产经营的同时，强调食品安全的
风险交流意识，增加食品安全的
日常风险交流。加强与公众之
间的科普宣传，借助社会力量推
动食品安全治理工作。

企业如何扮演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者角色

关于膨大剂水果的科学解读

一、背景信息

“现如今的草莓又大又红，
葡萄赛过乒乓球，猕猴桃越来
越大，就连西瓜也能‘炸裂
’……这些水果的口感大不如
从前，其实都是膨大剂惹的
祸”，一到夏天，有关瓜果的类
似说法就会广泛流传，那么真
的是这样吗？

二、专家观点

（一）什么是膨大剂？
膨大剂属于植物生长调

节剂中的一类，它具有加速细
胞分裂、促进细胞增大、分化
和蛋白质合成，提高坐果率和
促进果实增大的作用，常用的
有氯吡脲、赤霉酸。这些都是
我国农业部允许使用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可用于西瓜、葡
萄、猕猴桃等水果，起到改良
果实生长状态和品质的用途，
比如将膨大剂用于猕猴桃主
要是调节其生长，预防生理落
果，一般是在猕猴桃谢花后
20~25天，用 10~20毫克/升药
液浸渍幼果30秒钟；葡萄在谢
花后 10~15天，用 10~20毫克/
升药液浸渍幼果，可提高坐果
率，使果实膨大，增加单果重
量；用 10毫克/升药液喷于采
摘下的草莓果实或浸果，稍干
后装盒，可保持草莓果实新
鲜，延长贮存期；脐橙可在其
生理落果期用 2毫克/升药液
涂果梗，抑制落果。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明确
将膨大剂纳入农药管理范围，
在农药标签上规定了用药时
期、用药剂量和施用方法，标注

了使用范围和安全间隔期。我
国还先后制定了《农药合理使
用准则》和《农药残留标准》，指
导和规范农药使用。在实际应
用中，大部分果农也会按照标
签上规定的用药剂量、用药时
期和用药方法施药。因为，如
果使用时期不当或者擅自提高
剂量或处理不均匀，将会导致
局部药剂浓度过高，出现畸形
果、裂果等问题。

（二）正确使用膨大剂对人
体无害

膨大剂（氯吡脲、赤霉素）
属于低毒农药，当前没有科学
证据表明瓜果表面残留的这
些物质能够对人体健康产生危
害。因此，美国、日本等许多发
达国家将膨大剂列为不需要
进行毒性管理豁免物质清单，
其残留不需要制定安全限量

标准。因此，在瓜果蔬菜上使
用膨大剂是安全的。甚至可
以这样理解：过量使用膨大
剂，风险并非是对人体健康造
成危害，而是降低果实品质。

此外，网上还流传“瓜果超
大，颜色鲜亮像假的，通常就是
使用了膨大剂”这种说法也不
准确，瓜果的大小、颜色因品种
的不同差异很大。例如，多倍
体品种果实就通常远大于普
通二倍体品种果实。此外，不
同环境条件对果实品质影响
也很大，温度高低、水肥供给
差异也会导致瓜果的形状和
大小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仅
靠大小和颜色来鉴别是否为
膨大剂水果。见到个头超大或
者畸形的果实，只能说可能使
用了膨大剂，并不能肯定是膨
大剂水果。

三、专家建议

选水果需“返璞归真”
在商业化横行的今天，我们

在挑选水果的时候都在追求漂
亮、个头大，而忽略了其营养价
值。很多不法商贩就是抓住人们
的这种心理，喷洒化学制剂，使水
果长得漂亮，但却是“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拿草莓来说，有些使
用膨大剂的草莓个头超大，果形
不整且能轻易掰开，且掰开后是
空心；正常草莓颜色红艳有光
泽、色泽均匀，形状若鹌鹑蛋大
小，当然也会有个头较大的，因
其果肉结合紧密、水分较多而不
易掰开，且掰开后为实心，而且
味道甜中带酸，满口清香……总
的来说，选水果最易“返璞归
真”，不要一味的追求个头大、颜
色亮丽，而要注重其有机健康。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学院 贾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