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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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发布的《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
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征
求意见稿）已向社会征求完意
见，即将正式发布。《办法》指出，
使用“纯绿色”“无污染”等夸大
宣传用语，以及虚假标注“有机
食品”“绿色食品”等字样，均属
于欺诈行为。《办法》还重点列明
了虚假标注“有机食品”“绿色食
品”等欺诈行为处理办法。虚假
标注“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等，可对其法定代表
人、主管人员等处以1万~3万元
罚款。

今年3月2日，吉林省属最
大国有企业吉林省煤业集团控
股子公司正方农牧因未取得有
机食品认证，却在产品包装上标
注“有机产品之王”字样，涉嫌虚
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被当地监
管部门罚款1万元。

同样在3月，山东省潍坊市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依法销毁了
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的不合格有
机食品。这也是潍坊口岸历史
上的首次销毁行为。据了解，这
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品名为“有机
奇亚籽饼干”的申报单证中未体
现有机产品属性，也没有向经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并
获得认证，不符合国家质检总局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的要
求。因该批产品包装为国外印
制完成，无法整改，所以进行了
依法销毁。

不难看出，对于虚假标注
“有机食品”和不合格有机食品
采取的罚款、销毁等措施，折射
出监管的严厉，越来越多的“有
机食品”面世，也反映了如今中
国老百姓越来越重视食品品质，
对食品的营养成分、原材料来
源、作用机理等也越发重视。但
市面上许多打着“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天然无添加”“纯生态”
等名目的食品真如标识上所宣
传的那样吗？

现状：真假有机难辨

据了解，有机认证是有机农
产品认证的简称，是一些国家和
有关国际组织认可并大力推广
的一种农产品认证形式，也是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
一管理的认证形式之一。企业

要想将自己的产品作为有机产
品销售，必须通过有机验证。我
国从事有机验证的机构必须获
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批准。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
士表示，目前市场上的有机食品
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未经权
威机构认证便贴上了有机标
签。这种假冒的有机食品在
2012年7月1日《有机产品认证
实施规则》施后有所收敛，因为
这一规则规定所有的有机食品
上市时，最小的独立包装上除了
要贴有机认证标签、认证单位等
之外，还要贴有机追溯码，使造
假难度大大增加。二是指产品
在进行认证时是有机的，但在
市场上销售的却不是。“很多检
测机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收了钱就能给证。也有的是企
业送审的样品是有机的，但后续
在市场上销售的却不是有机的，
这就造成了混乱，倒霉的是消费
者。”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
蓬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生吉萍教授告诉记者，
我国有机农产品的产量很低，常
年缺口在30%左右，一直以来都
供不应求。但记者打开天猫、京
东等平台的生鲜平台后发现，各
式各样的有机农产品大都处于
“供大于求”的状态。厂商宣传
方式花样百出，有的甚至告诉消
费者可以去农场实地考察，让人
不信都难。但在电商平台销售
的所谓有机食品大都没有有机
产品的认证证书，产品品质无法
让人信服。

“有机农产品销售前要有至
少3年的转换期，在种植过程
中，完全禁用化肥和杀虫剂，全
部依靠人工方式组织除草，因
此有机农产品的产量是很低
的，比起使用化肥农药种植的
作物，产量只有其60%~70%，一
直以来都供不应求。网上销售
的有机食品真假确实难以断
定。”生吉萍说。

问题：重认证轻监管

生吉萍告诉记者，“有机食
品认证发证后，认证机构每年最
多去企业检查一两次，有些企业
在幼苗的时候喷洒农药，检测的
时候就很难查出。但这种行为

无疑会增加了农产品的质量风
险。”

据记者了解，除了自有农庄
外，有些有机食品企业采取“公
司+农户”的生产方式，食品质量
往往取决于农户的道德水平；另
外，“公司+农户”模式使农民处
于弱势地位，农民只能获得整个
产业链条中最低端的种植养殖
环节的微利，如果遇到市场风
险，农民为了减少损失，可能会
选择“造假”。

朱丹蓬告诉记者，很多消费
者虽然会购买有机认证的产品，
但内心也会担心其有假。而且
有机食品的整个生物链及产业
链并未真正形成，没有一个权威
机构认证，这样就阻碍了整个行
业的快速发展。

“想要杜绝这种现象其实很
简单，那就是要成立非营利性的
权威机构，让这样的机构来做认
证可信度就较高。”朱丹蓬说，
“一些欧美国家还有澳洲、新西
兰等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不
错。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
化水平本身就比较高，为种植有
机农作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
而促进了健康发展。而我国工
业化起步较晚，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正规的认证机构
在整个认证过程中，操作都比较
规范、严谨，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是出在生产企业方面。“很多企
业操作起来比较混乱。举个例
子，所有认证的产品都是有品牌
的，其中要明确产品的种类、生
产土地、种植面积、生产企业与
法人代表。如果认证了100亩的
土地，只有这100亩的土地上产
出的产品才能贴上认证的标
签。问题是有的企业会耍滑头，
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会用别的
土地上产出的产品冒充经过认
证的产品。”

正如这位业内人士所透露
的一样，认证之后的监督与实施
目前还存在空白，标签管理混
乱、无人监管的难题尚需破解。
“首先对认证公司如何监管难度
就很大，而货源及产品的去向更
是难以管控。如果企业坚持说
产品是认证过的产地产出的，也
难以判断其真假。从技术层面
和监管手段上来说，我们都没有
办法在这种分散式、大量企业种

植产品的情况下进行监督管
理。”他指出，“以我国目前的技
术及监管网络，没有办法实现对
于有机产品认证的有效监管。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途径就是
加大相应的处罚力度，加大威慑
力，增加企业违法成本。现在很
多企业用非有机的食品冒充有
机食品，难以发现，就算发现了
也就是罚几千块钱了事，这样根
本起不到威慑作用。”

建议：完善政策法规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
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曾经表
示，目前食品欺诈问题比较突
出，主要是有些企业不注重夯实
和提升食品的质量，而是投机取
巧在广告宣传上重金投入，由此
误导消费者。

“食品欺诈干扰消费者的知
情权、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公
平交易权和安全保障权，还会造
成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好的食
品企业不会做虚假宣传，不诚信
的企业却敢以各种手段忽悠消
费者。”刘俊海说。

对于有机食品乱象丛生，湖
南新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翔浩建议，国家应该针对
食品行业做细分调研，针对每一
类产品所需的相关质量认证进
行整合，推出更加标准化、简单
化、强制化的产品认证，最好能
做到“一证到底”，即一个认证同
时能够涵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需要正规申请评定的认证内容，
即现有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
品认证等。与此同时，建议主管
部门能够简化认证申报流程，减
少认证费用，进一步减轻企业负
担，能够让企业通过专注于做好
产品、抓好产品质量安全去吸引
消费者。

刘翔浩表示，希望有关部门
能一方面加大对现有正规的必

要的产品认证体系的宣传工作，
让消费者都能正确认识什么样
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有机产品，不
至于被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标
签忽悠；另一方面加大对不合
格、不具有合法手续的认证机构
的打击力度，让那些忽悠消费
者、忽悠生产企业的认证机构没
有生存空间。只有这样，才能确
保消费者餐桌上的食品都是安
全的、健康的、营养的，也能更好
地促进食品生产企业快速成长
和健康发展。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统
一的绿色产品体系”，鼓励消费
者和社会用户优先购买获证产
品，提高绿色产品的科学性和权
威性，引导绿色消费。在今年全
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
省文联副主席姚晓英就进一步
建立完善绿色产品认证制度提
出了建议。她指出，当前，形形
色色标有“绿色”“有机”等字样
和标志的食品充斥市场、名目繁
多，让广大消费者无从区分和挑
选。建议相关政府扩大整合范
围，将“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
等相关或相近的认证一并整合
为“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以便消
费者区分、辨认。此外，建议国
家层面优化顶层设计，将消费者
难以辨认且功能一致或相近的，
并分别由三个不同部门管理的
地理标志商标、农产品地理标
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统一建
立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和唯一标
志，归口一个部门管理。

对于整合为同一标志，也有
专家持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
这是比较困难的，首先绿色食品
和无公害食品差别很大，它们各
有不同的要求与准则。其中标
准最松的就是无公害食品，最严
的是有机食品。人大代表的想
法是好的，但是操作起来很有难
度，要看看能不能从管理层面进
行统一。”上述不愿透露身份的
业内人士认为。

（人民网）

“有机食品”乱象何时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各种打着健康旗号的“有机”“绿色”食品走进了我们的

生活。一方面，琳琅满目、名目繁多的认证标注食品鱼目混珠，不法商家常利用虚假认
证、标签进行欺骗性宣传；另一方面，食品生产企业为迎合这种潮流，盲目追求一些不必
要的认证、评比，甚至被一些非法认证机构忽悠。这些乱象给企业带来了不必要的负
担，不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而且还使企业忽略了食品本身的品质追求。有机食品认
证乱象该如何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