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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力争在年内完成——这是近日
印发的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
计划中所定的目标。

计划指出，为了进一步细化
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落实食品生
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责任，强化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修订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

据了解，国务院法制办在去
年10月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
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教授赵
红梅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
为，相比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送审稿全面落实新食品安
全法的各项规定，强化了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进一步增强了法律
的可操作性。

“一方面，专家在电视上告
诉我们什么样的蔬菜水果不能
吃，另一方面，我们在菜市场、超
市等地方还能见到这样的蔬菜
水果。这难道不矛盾吗？在食
品安全监管上，无论是网络还是
线下，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监管
标准，然后严格执行，这也是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所要明确的
重点内容。”赵红梅说。

多地出台食品安全条例

“十二五”期间，查处食品安
全违法案件95.8万起，侦破食品
安全犯罪案件8万余起。2015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7.2
万批次，合格率为96.8%。

今年 2月，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指出，“十二五”期间，各地区、各
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食品
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人民群
众饮食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规划》
指出，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凸显和食品安全事件集中
爆发期，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
峻，包括源头污染问题突出、食

品产业基础薄弱、食品安全标准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食品法典标
准尚有差距、监管能力尚难适应
需要的显著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规划》认为，法规制度仍需
进一步健全，在“十三五”时期，
需要加快构建以食品安全法为
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其中就包括修订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
李伟指出，食品安全监管的关
键、重点、难点都在基层。基层
是食品安全监管的神经末梢，是
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因此基层监
管是否落实，是关系食品安全监
管成败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尚未出台之前，已有
多地出台或启动了相关立法。

作为辽宁省首部食品安全
监管的地方性法规，自今年3月
1日起施行的《辽宁省食品安全
条例》共73条，分别对食品生产
经营者主体责任、政府部门职
责、一般食品生产经营、“三小”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
食品摊贩）生产经营、投诉举报
奖励、法律责任等方面重点进行
了规定。

今年3月20日起施行的《上
海市食品安全条例》，规定了六
方面内容，包括从严落实政府及
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从
严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从严
落实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着
力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从严
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从严处罚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

3月29日，《安徽省食品安
全条例（草案）》提交安徽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继续审议，草案重点明确了对食
品“三小”的管理规定。

在李伟看来，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地方政府要依据国家层面的法
律、法规，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
食品安全监管办法和措施。”李

伟建议。

对“互联网+”加强监管

规划提出，在建立职业化检
查员队伍基础上，还将加强检验检
测、监测评价等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加强科技支撑，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等实施在线智慧监管。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朱毅指出，“互联网+食品”已成
为食品执业和售卖新业态，加强
“互联网+”方式的监管，不仅是
高科技监管方式的体现，更是和
监管对象相匹配的监管设置。

这样的监管思路，在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
中同样有所体现。

送审稿强化了对网络食品
安全的监管，今后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食品生产经
营者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其主
要负责人或将被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责任约谈。

根据送审稿，需要责任约谈
的情形主要有：发生食品安全问
题，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风险蔓延
的；未及时妥善处理投诉举报的
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存在食品安
全隐患的；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落实
食品安全责任等。

送审稿规定，入网食品生产
经营者若因涉嫌食品安全犯罪
被立案侦查或者提起公诉，因食
品安全犯罪被人民法院判处刑
罚，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公安
机关拘留或者予以其他治安管
理处罚，被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
依法作出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
停业等处罚的，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应立即停止向
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长期以来，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的食品监管一直存在
比较大的难度。对此，赵红梅认
为，对于网络食品安全的监管还
是要落实到实体上。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
条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
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的，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赔偿。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后，
有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
品生产者追偿。

“政府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的监管，最终还是要落
实到实体的生产者与经营者
上。一旦出现问题，就要追溯到
给网络平台提供食品的供应商，
要顺藤摸瓜，解决整个链条上的
食品安全问题。”赵红梅说。

赵红梅同时强调，对于网络
食品的监管，既要考虑到网络购
物在价格、速度等方面的优势，
又要考虑到整个链条的安全，不
能因为害怕出问题而草率给网
络平台设置障碍，需要在安全与
效率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健全问题食品召回制度

正如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
作计划中提及的“落实食品生产
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责任”一样，
送审稿进一步强化了对于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的严格监管。

送审稿主要在六个方面对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加强了监管，
包括强化非标准检验方法的使
用；强化企业非法添加物排除合
理怀疑的举证责任；明确制定临
时限量值和临时限量方法的情
形；在强化双随机检查的基础
上，增加食品安全飞行检查；强
化案件办理中的食品安全风险
控制；明确行政执法与行政拘留
衔接程序。

尤其是强化企业非法添加
物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被
视为送审稿中的一大亮点。

送审稿规定，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采用技术手段检出食
品中含有非食用物质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排
除合理怀疑的，应当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院

所长、教授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认为，在食品安全监管中，
食品生产经营者固然要起到源
头上的把关作用，但在监管方
面，消费者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过期食品和问题食品一旦
流入市场，只要这一问题经过消
费者投诉和内部的检验监督被
发现，企业就应当主动召回。但
是，这个召回制度长期以来并不
完善。因此，有必要利用食品安
全法确立食品召回制度的契机，
在制定条例时进一步予以细
化。”刘俊海说。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规
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
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
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
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
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
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
情况。

对此，送审稿对食品召回作
出了更为细化的规定。送审稿第
六十七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
应当按照国家食品召回制度的有
关规定，对不安全食品开展停止
生产经营、召回和处置工作。

送审稿同时规定，根据食品
安全风险的严重和紧急程度，食
品召回实施分级管理，按食品安
全风险程度，划分了24、48、72小
时的三级召回制度。而且，实施
食品召回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按照召回级别设定的时限向
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刘俊海认为，进一步建立健
全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既要发挥
企业的主动召回作用，强化企业
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还要进一
步细化企业主动召回的程序，同
时要强化行政机关责令召回的
程序性规定，规定有关主管机关
拒绝和怠于强制召回的时候，依
法应当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包
括对有关政府主管机关工作人
员的行政处分。

（来源：法制日报）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拟大修 加强“互联网+”监管

本报讯 记者张乔生 记者从
4月12日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基层建设工作会上获悉，
北京市食药监管局基层监管工
作取得突出成效，本市食品药品
三级监管体系进一步得到巩固
和强化。

据了解，2016年，本市食药
监管局始终把目光投向基层，力
量沉到基层，责任传导基层，推
进了“四有两责”的有效落实，为
有效履职提供了重要保障。市
食药监管局基层工作办顾群表

示，食品药品监管所在加强食药
监管、排查控制食药风险隐患、
保障辖区食药安全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全市323个基层食药
所2016年共计处理投诉举报6.2
万件，共完成快速检测样本6.5
万件。2016年，市食药监管局不
断强化基层所建设，不断加大督
察力度，对各食药所依法行政、
日常监督执法以及受理处置投
诉举报等工作严格规范。目前，
250家食品药品监管基层所达到
示范所和达标所要求，占总量7

成以上。全市食药监管基层技
术支撑体系也得到不断强化，已
有13个区局建立食品药品监控
中心，配备了液相色谱仪、原子
荧光光谱仪等先进设备，能够完
成食品药品常规检测任务；323
个基层所均设立了快检实验室，
能够进行水产品孔雀石绿、畜产
品瘦肉精等项目的快速检测。

2017年，市食药监管局将从
人员调配、设备配备、表彰激励等
方面向基层倾斜，下大力解决基
层建设发展面临的各类问题，努

力提升基层基础工作的整体水
平，为首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提
供更加有力的基础支撑。2017
年底前，全市基层食药所将100%
符合达标所要求，16个区局将全
部完成食品药品安全监控中心建
设。根据北京市2017年重要民
生实事项目安排，自2017年起市
食药监管局将食药监管体系进一
步向基层延伸，计划用2年时间，
将由食品药品监管所组织指导下
建立社区（村）食品药品监管基层
联络站，2017年先选建200个，明

年再续建300个，使全市基层联
络站达到500个。这些基层联络
站将向社区（村）群众提供食品药
品相关业务咨询服务；收集反馈
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的关切和呼
声，促进监管部门改进工作；收集
本社区（村）食品药品安全情况，
重点收集群众投诉举报和安全风
险隐患，及时反馈本街道（乡镇）
食品药品监管所；利用统一配发
的快检设备，对食品安全常规项
目进行快检，并配合上级执法部
门发布预警、警示等信息。

北京市食药监管局为食品药品监管打造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