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回顾】 10月25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这是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的行动纲领，系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
的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

【事件拓展】 2016年，国务院还出
台了多项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政策性文
件：9月5日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9月6日印发《消费品标准和质
量提升规划（2016-2020年）》……

【事件点评】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重拳严治，以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
严峻，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吃得更放心、

吃得更健康。《“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既对公共服务提出了高标准、严要
求，也对公共治理能力和法治化水平提
出了新挑战、新期待。食品安全是人民
健康的底线要求，是实现健康中国必须
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纲要》是体现
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文件，也是立法、
执法、司法等活动的重要渊源，对食品
安全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我们要顺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提出的“更高”、“更强”、“更快”要
求，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切实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建
设，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为
健康中国建设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事件回顾】 2016年上半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开展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

【事件拓展】 本次执法检查是自
2009年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
常委会开展的第三次食品安全执法检
查。本次执法检查报告提出了九个方
面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对国务院今后
的工作提出了十一项建议。

【事件点评】
2016年的执法检查有几个突出特

点：一是检查力度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亲自担任组长并带队赴地方检查，由
四位副委员长担任副组长，执法检查后还
开展了专题询问，加大了执法检查的力
度。二是检查范围广。此次检查基本涵

盖了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领域以及近年
来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食品领域。三是
深入基层。各执法检查组深入到乡镇食
品监管机构以及最基层的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深入了解食品安全领域最突出的问
题以及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食品安
全问题。四是突出问题导向，边查边改。
这次执法检查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实施不满半年之际开展，充分体现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
有力地推动了《食品安全法》的贯彻实施；
对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
严”的要求，构建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
管体制，加快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义重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开展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

专 题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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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7月，国家食药总局
通过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并于10月1日起施行。

【事件拓展】 各地监管部门相继
发布了地方规制办法：3月，北京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网络食品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暂行）》；4月，辽宁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关于加强网络订
餐食品安全监管的指导意见》；6月，上
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通信
管理局出台《上海市网络餐饮服务监督
管理办法》等等。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颁布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2016年度食品安全法治十大事件
2016年年初，习近平同志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中国法学会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重大

民生问题，早在2010年就设立了专门的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继推出2015年度食品安全法治十大事件之后，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又在盘点
2016年度食品安全法治事件的基础上推出十大事件。

2016年，我国食品安全法治推进步伐明显加快，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限于认识水平，我们选取的十大事件难以全面涵盖2016
年度食品安全法治进展的全貌，只能尽量从较多侧面折射其总体面貌。同时，为了更全面呈现相关情况，我们自今年起增加了事件拓展部分，并充实了事件点评内容。

【事件回顾】 8月16日，国家食药
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加强食品药品监管
系统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2020年国家食药监管系统法治建设的
总体目标，并针对八个方面制定了二十
三点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事件拓展】 新《食品安全法》实
施以来，国家食药总局在法治建设方面
的步伐明显加快。至2016年底，先后出
台配套部门规章17部，坚持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从严格监督抽检、严格
监督检查、严查违法行为以及严肃责任
追究四个方面入手，重拳整治食品生产
经营突出问题。

【事件点评】
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吃得放心、吃得安全是广大群
众的心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
要求。《关于全面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
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以贯彻落实新《食
品安全法》为契机，绘制了食药监管系统
法治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全面依
法治国在食药系统的贯彻落实，也是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具体体现，对
于全面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法治化建
设，积极推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行
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一个行动胜过
一打纲领”，关键还在于落实。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加强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

【事件回顾】 1月12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
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食用农产品追溯
体系建设和食品追溯体系建设。

【事件拓展】 6月21日，农业部出
台《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建设的意见》，9月27日，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公布《关于推动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者完善追溯体系的意见》。此
外，农业部门还积极推进农业投入品追
溯体系的建设，建立农药可溯源管理平
台系统和电子购销档案。

【事件评析】
建立食品追溯体系是食品安全治理

现代化的基础性措施。食品安全追溯制度
的基本功能是，通过记录食品供应链各环
节的信息，为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等便利获
得任何阶段食品安全的信息，并在发生食
品安全问题时迅速找到问题环节、及时召

回问题食品，消除或降低不安全食品的危
害。我国在本世纪初就由政府主导尝试建
立食品追溯系统，并主要进行了农产品方
面的试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
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产品追溯的
相关规定或表述。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更是明确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尽管如
此，目前尚未全面实现全程监管的可追溯
体系。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多样，包括统
一协调不够，企业动力不足，基础信息建设
不匹配等多方面的因素。为此，要进一步
健全相关立法，加强制度设计，强调和落实
企业作为食品追溯体系建设的主体责任，
健全从农田到餐桌各环节的基础信息档
案。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追溯体
系和追溯信息平台，避免不同地区或不同
部门各行其是，消除追溯体系中的信息割
裂和“信息孤岛”。政府部门要加以鼓励与
引导，保障追溯体系的有序建设。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事件回顾】 11月9日，国家卫生
计生委印发了《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
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
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
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体系，制定、修订
30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事件拓展】 截至12月，国家卫计
委已牵头完成近5000项食品标准的清
理整合，并会同国家食药总局、农业部
等部门发布了近1100项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体系。12月，农业部正式颁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2016版，规定了433种农药在
13大类农产品中4140个残留限量。

【事件评析】
食品安全标准是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的强制性标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是
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实施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新《食品安全法》

对于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有较
大修改，比如，新法规定只有针对地方特
色食品，才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删除了没
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应当
制定企业标准的情形。此外，国务院办公
厅于9月6日印发的《消费品标准和质量
提升规划（2016-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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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包括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在内的所有企业
标准提出了以“自我声明、取消备案”为核
心的改革方向。11月4日，国家卫计委已
宣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食
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失效。《食品安
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规划（2016－
2020年）》明确提出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
标准管理办法》。显然，既落实好新《食品
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也体现改革精神，是
贯彻落实好规划的重点内容。

国家卫计委印发《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
评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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