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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上午，黑龙江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尧出席第
十四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专题
论坛并发言。他指出，目前有
许多的“城里人”选择到周边
郊县置业，在房前屋后自种蔬
菜，来保证吃到不用农药、化
肥的食物。以哈尔滨为例，这
样的人家越来越多。为改善
这种现状，孙尧提出应推动企
业集群集聚，生产出百姓放心
的安全性食品。

对于黑龙江食品产业的发

展方向，孙尧指出以下三点：一
是黑龙江应按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讲话的要求，调整食品产业的
发展思路，即从怎么样能种更多
的粮，实现更多的产量，到怎么
样能够按照需求、按照企业收购
加工需求来种植定向；二是推动
农产品深加工，特别是把大米、
玉米等作物向下游深加工；三是
激发黑龙江从种植业到养殖业
的产业潜力，破解下游加工和销
售的瓶颈，通过和企业相结合，
把初级农产品加工成为市场需

要的优质产品。
孙尧表示，中国九分之一的

耕地在黑龙江省，中国生产粮食
最多的省是黑龙江省，黑龙江应
该扬长避短，与国内企业合作，
使自身食品产业能够有更快、更
好的发展，使企业受益、消费者
受益，将黑龙江建设成为国家重
要的安全食品生产基地。

据悉，黑龙江正在与北京二
商集团积极探讨，借鉴犹太人生
产食品的模式，即食品从生产加
工到上市销售，都有固定的规

范、标准，并须通过相关认证才
可上市销售。

此外，孙尧也向与会食品
企业家发出了邀请，欢迎企业
家把黑龙江作为关注重点，使
得更多企业参与进来，共同探
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良
策，他期待安全食品基地能够
在黑龙江落地生根，能真正地
凝聚起来更多的企业，使黑龙
江的食材无论种植类、养殖类
的产品，都能形成更多的性价
比高的、更好的产品。

推动企业集群集聚生产百姓放心食品
黑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尧：

11月20日上午，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边振
甲出席第十四届中国食品安全
年会专题论坛并发言。

据边振甲介绍，特殊食品包
括三方面：保健食品、婴幼儿配

方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四条、
八十条特别规定，国家对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
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
严格监督管理。据介绍，特殊医
学配方食品主要是用于病人的
营养干预、营养支持或者营养治
疗。其注册管理办法于今年3月
7日发布，7月1日开始实施。而
特殊食品里的特医食品，叫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为满足进
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或代谢紊
乱等人群特殊营养的需要，专门
加工配制而成的配制食品。由
临床医生和临床营养师指导使
用，对患者进行营养支持，用于
疾病治疗康复及功能维持的必
需品。

边振甲提到，在我国住院患
者当中，存在营养风险的人占比

达36%，其他人群中营养不良常
见于肿瘤、肠病、慢性肾病、糖尿
病等各类的消耗性疾病，情况十
分严重。

在边振甲看来，特医食品在
我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在
治疗过程当中，在临床营养治疗
过程当中，可以节省大量的资
源，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有关
研究数据表明，通过医用食品的
营养支持，患者大约可以节省近
20%的医疗费用。据不完全的统
计，全球每天有7亿人住院，有
19亿院外病人需要营养治疗，其
中我国住院病人有1.7亿，临床
营养的市场价值据估算至少在
5000亿以上。

然而边振甲同时指出，我国
特医食品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社会对临床营养普遍
缺乏重视，医院的各种规范还不

完整，收费方式不能确定。特医
食品在医疗机构的销售、收费、
使用还都不明确。国家在特医
食品的法规标准还不够完善，具
体的注册管理办法、配套文件、
国家标准都在摸索当中。国外
也没有现成的经验。

二是特医食品产业基础薄
弱，我国特医产品大多以仿制国
外产品为主，市场份额很小。存
在自主知识产权少、技术落后投
资规模小、没有品牌影响力等问
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的科
研和人才投入不足，临床营养知
识和技术积累存在很大空缺，即
使未来特医食品市场大幅增长，
国内的企业也很难在市场竞争
中和外企进行比拼。

对于现状，边振甲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他指出应全面推进特
医食品的临床营养工作，加强临

床营养科室的建设，医疗机构要
有全面开展患者的营养筛查、评
价和营养治疗。

此外，还应出台一些具体政
策，从研发、生产一直到流通、使
用整个环节进行规划。加快与
国际接轨，加强产业全球布局和
国际合作。培育一批创新型的
特医食品的产业。

“我们也要创品牌，要创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这种知名品牌，
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国外，把我们
的核心技术推向国外，占领国外
的一部分市场份额。我们现在国
外的市场在国内已经占领了
80%，能不能把这个倒过来，我们
要占领国外的市场，因为我们也
有我们独特的优势。”边振甲说，
“建议符合条件的特医食品按规
定程序给分分类、分分期、分分
步骤，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边振甲：

关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监管与产业发展

11月20日上午，国家质检
总局原总工程师、食品安全研
究专家、北京大学法治与质量
研究所所长刘兆彬出席第十四
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专题论坛
并发言。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食
品安全问题？刘兆彬表示，解决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最根本的出
路在于抓好源头——农业。而
农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有机
化。刘兆彬提出应大力发展有
机农业。

他认为，在当代，人类已经
进入了化学农业阶段。化学农
业、化肥农业已经成了我国和
许多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方
式。2015年，我国生产的化肥
大约是7432万吨，农药是374
万吨，还有一些抗生素和抗菌
素。他认为，虽然化学农业有
好处，但是也有三大弊端：一是
破坏了土地，地力板结污染地
下水；二是破坏了生态，影响了
整个生态链和生物链；三是污
染了食品。

谈到如何发展有机农业、
绿色农业，刘兆彬认为食品
安全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类添
加剂的滥用，国家对添加剂
的生产、准入、使用、存在部
分执法不到位的情况，要想
做到食品安全，必须严控添
加剂的使用。

刘兆彬提出，食品安全发展
根本保障在于社会共治和法制
化。一要依靠企业自查自纠，承
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对产品、
对员工、对股东、对利益相关方

负责、对生态、对环保、对社区负
责。此外，应做好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用好现代加工业的技
术。此外由于农业受天灾影响
比较大，成本比较高，风险比较
大，应普及农业保险。

刘兆彬指出，社会共治最
重要的就是发挥社会各利益
相关方利益主体监督作用。
从消费者监督、舆论监督、政
府监督、协会监督、其他第三
方的监督等各方面进行监管
制约。

国家质检总局原总工程师、食品安全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法治与质量研究所所长刘兆彬：

发展有机农业 严控食品添加剂使用 推动社会共治

第十四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特刊 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