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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六十九）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9 月

印发的《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

升规划（2016-2020 年）》，对包

括“食品及相关产品”在内的九

类重点领域的消费品标准和质

量提升进行了系统规划。其

中，对企业标准备案制度有较

大的突破，同时又寄予了很大

的期望。《规划》提出，放开搞活

企业标准，取消企业标准备案

制度，引导企业自我声明公开

执行的标准。如果《规划》中的

相关举措能够落到实处，那么

长期以来令人纠结的企业标准

备案与执行监督等问题将会消

失，“鸡肋”也将变“美味”。

2015 年修订的《食品安全

法》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进行

了重大修改，删除了2009年版

本中“企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

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

组织生产的依据”的规定，明

确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

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

在本企业适用，并报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备案。”但是，关于食品

安全企业标准是否属于强制执

行的标准、企业标准备案是否

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查等问题，

监管部门、备案机构、食品生

产经营者、行业组织以及专家

学者长期达不成一致认识，争

议不断。这也相应地导致了企

业标准在实际执行中缺乏有效

的监督。

而根据《消费品标准和质

量提升规划》，企业标准备案制

度废除后，实行企业标准自我

声明机制。与此相配套，通过

鼓励第三方机构评估公开标准

的水平并发布企业标准排行

榜，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

及开展企业标准公开事中事后

监管，将标准实施情况纳入质

量信用记录等举措，实现社会

第三方监督和监管部门监管双

管齐下，从而促进企业主动实

施高标准、追求高质量，推动形

成优质优价、优胜劣汰的质量

竞争机制。倘若如此，诸如食

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纠结问

题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企业标

准的实施状况也将受到有力监

督和有效监管。同时，相对于

国家标准修改完善的程序复杂

性，企业标准具有明显的灵活

性，率先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

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便

捷性。这对于“到2020年，重点

领域的主要消费品与国际标准

一致性程度达到95%以上”的规

划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规划》属于国家政

策层面，要落地生根还需处理

好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关

系。一方面，要通过立法程序

将企业标准备案方面的规定予

以废除，否则就会出现政策凌

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同时，

也要将鼓励第三方机构评估公

开标准的水平及开展企业标准

公开事中事后监管等举措尽可

能入法，使相关工作开展有法

可依。在此期间，实际工作也

应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注重进

一步打造备案的企业标准公开

化平台和联运机制建设，为将

来备案废除后奠定良好的基

础，从而使企业标准更便于接

受社会监督。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

家标准化规划的实施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企业标

准将由“鸡肋”华丽转身为真正

的“美味”。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食品

安全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互联网时代，食品监管不仅

要在技术上更新换代，更要在治

理思维上跟上潮流，方能让消费

者香在舌头、甜在心头

热水与面饼的碰撞、料包与

菜包的融合，一碗泡面曾是多少

人不可磨灭的餐桌记忆。然而，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方便面销量

已持续5年下跌。2015年，方便

面产量较上年下跌 8.54%,销售

额同期下跌6.75%。记忆中的美

好，难掩整个行业的疲态。

泡面市场的冷热转变，与我

国食品消费转型升级密切相

关。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水平蒸

蒸日上，显露颓势的不仅是方便

面，相比刚进入中国时的风光，

洋快餐近几年也已跌下神坛。

曾经，家长以一顿麦当劳作为奖

励孩子的“美味”，如今却是实在

没得选时，才同意孩子吃炸鸡汉

堡。父母的选择变化，不仅是因

为兜里钱包鼓了，更缘于头脑中

更加健康的食品消费理念。

在日益升级的食品消费理

念中，健康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色香味俱全、食材新鲜，才是中

国人评价美食的标准。即便在

匆忙的高铁上，大家也为更可口

的盒饭发出吁求；就算偏居一

隅，也可以通过电商搜罗天南海

北的美食。这些食品消费的新

理念、新需求，呼唤“供给侧”要

跟上。近些年来，“互联网+美

食”成为快速发展的新兴业态。

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打

通舌尖上的“最后一公里”；在外

卖平台的穿针引线下，食客与餐

馆完美相遇，也难怪千篇一律的

方便面被消费者抛诸脑后。

新兴业态自然带来新的问

题。食品消费转型升级，需要食

品监管同频共振。送餐平台中

的黑餐馆、网购大闸蟹时的“李

鬼”阳澄湖、美食公众号的虚假

宣传……这些伴随“互联网+”而

来的新烦恼，也是给监管部门带

来的新挑战。正式实施的《网络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以及各地执法部门的新举措，都

试图重新定义“互联网+美食”中

的权利义务关系，赋予网络平台

更多责任，加强对私人厨房、小

饭馆的监管。互联网时代，食品

监管不仅要在技术上更新换代，

更要在思维上跟上潮流，方能让

消费者香在舌头、甜在心头。

民以食为天，舌尖上的安全

直接关系老百姓身心健康，一旦

出现问题往往难以挽回，因此，

食品监管不仅要转型升级，还要

防患于未然。习近平总书记日

前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提高预测预警

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这对于食

品安全领域的社会治理同样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各地执法部

门相继约谈当地网络送餐平台，

对入驻其中的商家提高准入门

槛，同时加强对食品行业上游企

业的突击检查，从食品原材料开

始把关等。这些都是想把工作

做在前面，从源头上遏制可能出

现的安全风险。建立和完善食

品安全的预警机制，消费者才能

吃得更加安全放心。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有望“鸡肋”变“美味”
□王伟国

一、背景信息

近期，有关红酒可以抗癌

的的文章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

的传播。在一篇名为《美国正

式确认红酒抗癌》的文章中，作

者引用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研究结果，强调喝红酒可

以增加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

存活率，这一切都显得很“权

威”的样子。那真相到底如何

呢？红酒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

用？

二、专家观点

（一）权威报告的“营销式

解读”

2010年，耶鲁大学的研究

员在《癌症生存期刊》上发表了

论文，强调红酒与非霍奇金淋

巴瘤患者的存活率存在一定的

关系。

这是一项流行病学调查，

研究者长期跟踪了575名被诊

断为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患者并

发现：在这些患者中，喝葡萄酒

的 5 年生存率是 75%；而不喝

葡萄酒的则是69%。在排除患

者年龄、教育状况、抽烟等明显

的“混在因素”之后，研究者认

为喝红酒的五年生存率高于不

喝。

显然，这个结果很符合葡

萄酒行业的需求，因此，也就得

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

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

项几百人的流行病学调查，

75%与 69%在统计学上虽有

“显著性差异”，但其实差别很

小。研究者在论文的讨论部分

认为，常喝葡萄酒的人群往往

伴随着更好的经济条件，但仅

从经济条件所影响的饮食习惯

来解释这些差异性的话，其实

并不明显。而实际上，社会经

济条件更好的癌症患者，有意

愿和能力获得更好的医疗保

障，因此，他们的五年生存率会

更高一些。

简而言之，这只是一项证

据力度非常弱的小样本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其结论并不能说

明“喝红酒可以增加非霍奇金

淋巴瘤患者的存活率”。

（二）只要喝酒就会增加致

癌风险

2004年，意大利学者发表

了一项汇总了过去三十多年，

涉及人数超过11.6万的喝酒与

肿瘤等 14 种疾病以及受伤情

况的流行病学调查。他们发

现，即使每天喝25克酒精这个

通常认为不会影响健康的“适

量”，也会导致多种疾病的风险

明显增加，比如口腔癌和咽癌

的风险增加 82%，食道癌增加

39%，喉癌增加43%，原肝硬化

增加 1.9 倍，慢性胰腺炎增加

34%。其他的结肠癌、直肠癌、

肝癌也有小幅增加。如果饮酒

更多的话，那么这些疾病的风

险就大大增加。

而饮酒量与心血管疾病的

关系是：与不喝酒的人相比，每

天喝 20 克酒精的人冠心病的

发生率低大约 20%。不过，这

里的酒，并不特指葡萄酒，而是

泛指各种酒。

三、专家建议

“喝红酒保护血管”的说法

缘于著名的“法国悖论”，其引

发了公众的巨大关注以及葡萄

酒商们的大力宣传，这也引起

科学界的巨大兴趣，许多学者

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研究

中，科学家们发现一种名叫“白

藜芦醇”的酚类化合物具有抗

氧化、抗菌的功效。但需要强

调的是，在近几年的实验中结

果中，白藜芦醇对动物具有一

定的生活活性，但对人体作用

依然是雾里看花，而且在对动

物实验体现的“健康功效”所需

要的剂量都很大，换算到人身

上，相当于每天要几百到两千

毫克。而一瓶红葡萄酒中，总

共只有几毫克，白葡萄酒中就

更少。如果想要通过喝葡萄酒

来达到动物实验中的“有效剂

量”，需要每天喝下上百瓶红

酒。

也就是说，白藜芦醇对人

“到底有没有用”，科学家们都

不清楚。云无心表示，在这样

的现实面前，你如果相信葡萄

酒商们宣称的种种“功效”，只

能说：你选择，你喜欢。

正视食品消费升级的治理短板
□彭 飞 关于“红酒抗癌”的科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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