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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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职业打假偏离食安

重点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第

148条规定了食品经营者经营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所
需承担的法定赔偿责任，并给出
了原则性的适用规定，即“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与“受到损
害”，但立法部门并未就该条款
制定明确、可操作的适用标准，
使得第148条被职业打假者充
分利用与发挥。打假者为了寻
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常 常 围 绕 GB-7718 和
GB-28050等涉及食品标签标
识的安全标准，捕捉食品标签标
注过错，从而获取法定赔偿。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调查显示，近
两年来，涉及职业打假人索赔的
事件中，包装标签问题已超过一
半，达到55.78%。

职业打假人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监督了食品市场，对规范食
品标签标识的使用、打击食品企
业利用标签标识弄虚作假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非法添
加、有毒有害、营养成分不符等
真正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食品
问题却鲜有涉及。打假者为了
提高打假效率并规避打假风险，
多选择大型、连锁等规范企业进
行打假，而对于经营管理水平较
低、问题较多的小、散型食品经
营户往往视而不见。因此，目前
的食品职业打假偏离了食品安
全的重点关注方向，作为食品市
场监管者，有必要对食品职业打

假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
各地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

职能部门，可以借鉴北京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出台的《北京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类相关案
件处理指导意见（一）》、上海市
食品药品监管局出台的《预包装
食品标签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
见》的经验，深刻领会《食品安全
法》第148条中关于“瑕疵”的实
质内涵，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出台关于《食品安全法》第
148条合理使用的指导性文件，
并通过实践加深认识，不断补
充、完善文件。

出路：
建立高效的市场纠

错体系
食品职业打假快速发展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还
未形成有效的食品市场纠错体
系。而当前我国食品监管执行
属地管理，食品监管资源很难有
效整合，各地监管部门彼此间缺
乏沟通协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案件信息往往不能及时反
馈到生产企业，并督促企业及时
进行召回处置。

监管部门应当整合各种行
政资源，建立以食品抽检、消费
者投诉举报、食品案件办理等为
中心的快速、高效的食品市场纠
错体系，通过监管网络及时将食
品安全信息传达至食品生产企
业所在的地市监管部门，督促企
业进行召回、整改和纠错。

食品企业被打假，其核心原
因是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存在问

题，企业需要不断加强学习，提
升自身的食品生产水平，控制不
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流出，
因此有必要推进食品行业协会
建设，充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的
食品安全信息与技术服务功
能。食品行业协会在了解包括
职业打假信息在内的监管信息
后，应该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共
性问题，并有效组织各类专业机
构开展针对性的食品安全业务
培训，从而提升企业的食品安全
水平，减少成为职业打假目标的
可能。

对策：
提升职业打假应对

工作效能
提升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

水平。有些地方基层食品监管
“三合一”后，食品市场监管者应
该及时掌握并消化食品监管体
系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各种规范
性文件。只有掌握全面的食品
安全法规知识，才能在处置投诉
举报时抓住关键点，提升处置效
率，节约行政成本。同时，监管
者还应该熟悉掌握食品安全质
量管理。在日常监管工作中，注
重关键点的风险管控，提高监管
效能。

制定简洁、有效的沟通指导
原则。执法者在处置投诉举报
时，不仅需要注重处置程序，还
要掌握沟通技巧，提升应对工作
效率。因此，在明确各类投诉举
报处理程序的基础上，还需制定
与投诉举报者接触沟通的指导
原则，执法者在面对各类投诉举

报者时，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
事，不参与当事人的纠缠，节约
行政成本。

引导企业依法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食品监督管理部
门应加强对食品企业的法制宣
传，增强其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
任人的意识。要让企业清楚认
识到，在法律环境下，销售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导致
消费者损失，所需要承担的法律
责任，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引导
企业在接到和处理投诉时，依法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鼓励企业
依法主动开展不符合食品安全
食品的召回、报告活动。与此同
时，食品监管部门对于企业主动
采取减少不良后果的行为，并且
没有造成明显不良后果的，可以
依据行政处罚法，对企业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对于企业充分履行
义务，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
社会危害的，可以不予处理。从
而在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前提下，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减
少消费者的投诉举报。

构建高效的社会监督体
系。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第三
条明确了食品安全“预防为主、
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
的工作总纲，并构建了企业自
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渎职防
范四个运行模块，然而，对于如
何构建与实现食品安全社会监
督，《食品安全法》第三条却只采
用了“鼓励”“普及”“应当”等方
向性的字眼，没有明确具体部门
的责任与义务。在以政府为主
导的食品安全工作的推进过程
中，也侧重于政府对食品市场的

监管与企业的自律。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

虽已两年有余，但有效的食品安
全社会监督体系建设仍在路
上。职业打假群体的出现，在一
定程度上发挥了食品安全社会
监督的作用。今年6月，最高人
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答复
称，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
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
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其原因大
抵在于职业打假人利用《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55条、56条，造
成的案件超出了当初立法的预
期，故此最高法院考虑“适时借
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
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
性打假行为”，释放出在食品药
品领域之外限制职业打假行为
的信号。

要想从法律层次上切割职
业打假与社会监督的关系，必须
要构建健康、有效、成熟的社会
监督体系。只有这样，许多不符
合社会正义的打假行为才能被
法律与社会摈弃，职业打假人知
假买假、寻求赔偿的问题才能迎
刃而解。食药监管者应当客观
认识职业打假群体，加强对这一
群体的引导，通过合理的渠道发
挥其专业打假的价值。例如，监
管部门可以鼓励职业打假者、食
品代理商、食品企业共同建立食
品行业打假体系，让有需求的企
业与政府共同设定可观的奖励，
通过对打假方向的引导，实现社
会、企业、职业打假人以及监管
部门的共赢。

（人民网）

本报讯 日前，2017中国农
垦乳业联盟成员大会暨第六届
中国乳业可持续发展论坛”在西
安举行。会上公布，19家“中
国农垦标杆牧场”通过验收。中
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李胜利表示，目前，共有21家牧
场参与了“中国农垦标杆牧场”
创建，其中，首农、嘉立荷、完达
山等知名农垦企业均通过验收。

“标杆牧场”与“优质乳
工程”初见成效

“19家牧场的验收过程非
常严格，尤其在生鲜乳的质量
上，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都非常
高。”李胜利介绍，除此之外，专
家组还根据牛场设计与设施、良
种繁育、投入品使用等10大项
48条苛刻指标进行逐一筛选。

“比如我们要严格查看兽医档
案，看其是不是获得了国家执证
兽医资格；牧场的良种繁育、牛
群健康、动物福利如何实施；病
情检疫如何做？免疫疫苗是不
是来自正规厂家；粪便如何收
集、储存、处理；生产信息化管理
如何创建；生鲜乳的质量情况如
何，需要查看上一年的牛奶质量
记录等等。”

据了解，2017年下半年，在
农业部农垦局的指导下，中国农
垦乳业联盟开展了中国农垦标
杆牧场创建工作，标杆牧场的创
建旨在推动行业最高标准——
《中国农垦生鲜乳生产和质量标
准》落地，发挥农垦乳业在建设
优质奶源基地中的引领示范作
用，助力奶业全面振兴。

在此次会议上还举行了中
垦华山牧乳业有限公司通过优

质乳工程验收发布仪式。据了
解，中垦华山牧乳业有限公司
是农垦系统第2家、全国第10
家通过优质乳工程验收的乳品
企业。

“优质乳工程在整个实施过
程中，重新树立了我们的工业流
程，以及测量标准，建立了预警
措施，更重要的是通过优质乳工
程的实施，锻炼了我们整个生
产、管理团队。”中垦华山牧乳业
副总经理黄锐在做优质乳工程
实施报告时表示。

以优质奶提升品牌的
价值 推动行业发展

谈及中国奶业现状，农业部
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主任王加启表示，我国奶业
成本高、国家资源少、环境负担

重、奶牛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都
影响着中国奶业的发展。最主
要的问题仍表现在人均饮奶量
少、奶业利益分配不均，进口牛
奶冲击等三大问题。

“我们要从消费着手，让加
工企业去找好奶，这样我们的牧
场才能够真真正正地生产出好
奶、愿意生产出好奶，整个产业
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发展，优质乳
工程就是将这些利益链紧密连
接。”王加启认为，优质乳工程的
出现将中国奶业重新定位，即
“国产奶是优质奶，进口奶是补
充奶”。“优质乳工程结束了目前
混乱的状况，这个定位非常重
要。”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垦乳业
品牌价值，推动中国乳业的健康
发展，本次大会上，中国农垦乳
业联盟与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

盟合作，共同启动了中国乳业品
牌宣传活动，计划2018年上半
年与媒体一起走进乳品企业，感
受中国乳业的品质实力、品牌魅
力。

集合13个垦区、19家全国
性或区域性乳品企业及标准化
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和相关科研
院所单位自发组成的中国农垦
乳业联盟已成立两年多，陆续开
展了史上最高生鲜乳企业标准
《中国农垦生鲜乳生产和质量标
准》发布、农垦标杆牧场创建、农
垦品牌宣传与推广等多项工作，
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会上
透露，中国农垦乳业联盟将与国
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继续深入
合作，依托农垦系统乳业产业资
源与国家奶业科技资源，发挥各
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中
国奶业的发展进步。

监管部门如何规范食品职业打假
当前，食品职业打假人群体十分活跃，在实现食品市场监督的同时，也给食品监

管部门带来了较大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适应、规范、引导食品职业
打假群体，借力而为，是摆在食品监督管理者面前一道亟待解答的问题。

19家“中国农垦标杆牧场”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