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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商务厅 朱玮

保障食品安全是建设健康
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内
容，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
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目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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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多管齐下，采
取切实措施予以加强和改进，
才能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食品安全面临的
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治理
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不断取得新
的成效。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食
品安全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长期过程，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
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我国食品
安全问题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诚信缺失。食
品的“食”字，上面一个“人”，
下面一个“良”，食品行业是良
心行业、诚信行业。但是，2006
年苏丹红鸭蛋事件、2008年三
鹿奶粉事件、2010年地沟油事
件、2013年镉大米事件、2015
年的“僵尸肉"事件，无一起不
是企业为了逐利而故意违法
犯罪的事件。恶性的食品安
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
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非常
严重的地步。

（二）食品产业不强。据
国务院食安办 2013年统计数
据，全国持有效许可证的食品
生产企业13.2万家，食品添加
剂企业3200多家，食品流通经
营主体652万个（其中餐饮服
务单位246万户）,无证照的小
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更是不
计其数。农业生产则更为分

散，种植养殖环节主要依靠2
亿多农民散户生产经营。从
我国食品产业的发展现状来
看，食品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低，存在
生产条件简陋、人员素质不
高、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不
足等问题。食品产业集中度
与食品质量安全密切相关，集
中度高的质量安全控制能力
相对较强，而集中度低的相对
较弱，监管难度也大。

（三）监管效能不高。一是
机构多次调整，监管力量不足。
近十年食品监管机构调整了四
次，监管力量多次被分流，监管
要求也在不断变化，让监管人员
无所适从。二是市场监管工作
不断下沉到基层市场监管分局，
而相应的监管人员却未得到有
效补充，部分监管环节出现真
空，加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和基层
监管履职风险。三是监管方式
单一。“重审批、轻监管”，过度依
赖“集中整治”“百日行动”等运
动式监管方式，信息化监管手段
运用不足。

（四）社会共治格局有待加
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
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食品安
全问题，有限的监管力量已难
以独自应对。目前我们仍片面
强调政府监管责任，不注重发
挥各方力量的作用实行社会共
治：一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企业未严格落实进货查
验、出厂检验、食品安全自查、
食品召回等各项制度，甚至依
然存在主观故意违法行为。二
是消费者未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我国饮食文化注重对食物
色、香、味的追求，消费者在购
买食品时偏爱食物的颜色、味
道等，如过分追求莲藕颜色要
白，而忽略了食物自身的品
质。三是未发挥好新闻媒体的
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未加求
证的不实食品安全曝光事件屡
屡发生，一再挫伤公众食品安

全信心。

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食品安全信用体
系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
推动食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根本保障。一是完善企业信用
管理体系。要大力推进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要建立食品质量安
全管理体系，推进以诚信经营为
导向的企业文化建设。二是完
善信用信息征集与共享工作。
政府、行业和社会要全面做好食
品安全信用信息征集工作，统一
收集、整理、分享信息，便于监管
部门分析研判，对于公众有权了
解的信息要定期向社会披露，便
于公众知情和监督。三是完善
激励与惩戒机制。加快建立食
品安全信用评价体系，对信用记
录良好的企业，政府要予支持，
如融资需求等，使企业获得较高
的诚信溢价效应。对失信行为
要进行惩罚，建立联合惩戒机
制，严重失信的企业要依法实施
“行业禁入”，让企业付出高昂成
本，切实做到“一处失信、处处受
制”，真正形成“守信受益、失信
必损”的鲜明导向。

（二）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体
制机制创新。一是推进食品监
管机构职能转变。将职能转变
与本轮机构改革紧密结合、同步
推进，着力解决政府、社会及市
场三者的关系问题，创新监管理
念和方式，做好“放管服”改革，
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把该管的
事务管住管好。二是强化基层
食品监管体系建设。夯实基层
监管力量，强化乡镇街道食品安
全管理责任，明确主要领导负总
责。推进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网
格化管理，建立全覆盖乡村（社
区）的食品安全协管网络，做到
“定格、定人、定责、定标”。三是
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要落实企业食品安全首要责任，

同时发挥好消费者组织、行业协
会、媒体等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督
引导作用，尤其要发挥好新闻媒
体的强大监督作用，也要防止虚
假新闻和恶意炒作，努力营造良
好的食品安全氛围。

（三）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化
建设。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统一
标准规范。深入调查研究，按照
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
统一高效的原则，高标准建设覆
盖各级食品监管部门的统一信
息网络，防止各自建设、不能互
通，形成“信息孤岛”。二是加快
建设食品监管数据中心。按照
统一的标准规范建设数据中心，
加强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应
用、发布等统一管理，实现资源
整合和数据共享，为科学决策和
监管提供数据支撑。三是加强
企业服务与便民建设。通过网
站、移动网络、手机应用、微信、
短信、触摸查询系统等多种途
径，为广大社会公众提供产品信
息、企业基本信息、信用信息、监
管执法动态信息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信息查询服务，让公众可以
随时随地、及时准确地获取食品
相关信息。

（四）健全食品安全科技与
政策支撑体系。一是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支持体系建设。积极
推行先进工艺技术和管理体系，
鼓 励 企 业 运 用 HACCP、
ISO22000等先进的管理体系将
食品安全风险降低到最小化。
引导食品小作坊、小摊贩集中到
统一管理的生产交易市场，如食
品小作坊集中区。加快推进农
业规模化与标准化建设，严格执
行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
制度，加大对农业合作社等规模
化种殖企业的支持力度。二是
加快食品标准的制定、修订工
作。抓紧研究制定重要的食品
安全限量标准、食品检验检测方
法标准、食品安全控制标准等。
针对各类标准存在冲突矛盾的
现象，抓紧时间进行修订，确保

标准的统一性，构建与国际接轨
的先进食品标准体系。三是完
善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借
机构改革之机，积极整合各部门
间的技术资源，加快构建统一、
高效、先进的食品安全检测体
系。瞄准国际发展前沿，对重点
难点项目进行集中攻关，加快提
升食品检测技术水平。注重发
挥社会检测机构的作用。四是
优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
设。健全监测网络，建立健全延
伸到乡镇和社区的食品化学污
染物、食源性致病菌、食源性疾
病监测体系。推进信息交流与
共享机制，建立统一高效的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体系。

（五）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
各项制度。一是健全食品安全
行政问责制度。强化地方政府
食品安全的属地管理责任，要求
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当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监督检
查、抽样检验等监管经费纳入同
级财政预算。推进行政问责制
度化，细化行政问责的对象、方
式、程序等，对失职渎职行为实
行最严肃的问责，真正实现从
“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二是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
度（简称食安险）。研究出台政
策鼓励保险公司为食品企业提
供各类食安险。对消费者而言，
食安险能够及时补偿损失；对企
业而言，购买保险可以提高防范
风险的能力，也能促使其更自觉
地履行食品安全谨慎注意义务，
降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频率；对
政府而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
以明确企业、政府的责任归属，
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避免出现
“企业肇事、政府买单”的怪象。
三是鼓励食品企业建立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强化食品追溯管
理，有序推动食品企业电子追溯
体系建设，鼓励企业在食品包装
上标识追溯查询方式，提高公众
对电子追溯的关注度，引导理性
消费。

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 叶祝颐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福州闽江学
院实行禁止外卖入校政策，大批学生
前往食堂排队就餐。于是，学校周边
有些餐饮商家就在食堂门口发放免费
午餐，抵制学校“禁止外卖”的规定，被
警方带走。

毋庸讳言，商家在学校食堂门口

发放免费午餐的做法显然不妥。大量
学生吃外卖也存在安全健康隐患。但
值得追问的是，既然学校食堂一日三
餐都有供应，外卖食物为何还有这么
大的市场？

在一些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情况
下，不少学校将食堂承包给社会机构经
营。学校食堂社会化经营尽管有其管理
优势，但其学校食堂也有某种程度的垄

断属性，竞争并不充分，有些学校食堂赚
钱的招数五花八门。比如，以次充好、降
低饭菜质量与分量；随意涨价导致学生
吃不起；食堂为了多卖饭，一两、二两饭
不卖；为了多卖菜，小盘菜、拼盘菜不卖；
师生伙食相差甚远等等。对此，相关学
校都要反思。

媒体曝光以后，相关学校通常会对
食堂工作重视一阵子，饭菜质量会暂时

好一些，价格暂时亲民一点。但是，学
校食堂管理应该建立起长效机制，处理
好学校与经营者的产权、利益关系，尽
可能兼顾公益性和营利性，提高饭菜质
量，改进供应模式，增加供应品种，让学
生吃饱吃好，让家长放心。同时，应完
善学校食堂监督机制，在食堂卫生、饭
菜质量、价格等环节，由师生、家长代
表、有关部门共同监管。

“禁外卖”不如提高食堂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