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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
总体稳定向好。国务院食安办
数据显示，2018年食品安全总体
合格率达97.6%。“97.6%”不等于
“99%”，也不等于“100%”，但
“97.6%”还有提升空间。这就需
要不断完善制度规范，强化监管
执法，把包括“处罚到人”在内的
“四个最严”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国务院发布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
例》，于2019年12月1日起正式
实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
长孙梅君在国新办举行的筑牢
制度基础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
平吹风会上介绍，《条例》按照
“最严格监管”要求，在《食品安
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
善了相关制度规定，其中严格
“处罚到人”成为最大亮点之一。

据介绍，此次修订后的《条例》
共10章86条，是中国食品安全领

域又一项重大制度建设成果。新
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被誉为“史上
最严”，而上述《条例》又进行了多
处完善：严控源头风险，严查掺杂
掺假，严格“处罚到人”，严惩失信
失德，严打恶意违法，五个“严”是
对《食品安全法》的进一步升华。

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
话——“没有最严只有更严”。
上述五个“严”中，严格“处罚到
人”尤其值得解读。虽然说，
2018年1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公
安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大
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落
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到人
的规定》，明确要求“处罚到人”，
但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而上
述《条例》中增设“处罚到人”，则
上升到国家法规层面。

根据《条例》第七十五条，对
故意违法、性质恶劣、后果严重
的行为，除了对企业进行处罚

外，还要对企业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最高可处其上年度从企业所获
收入的10倍。显而易见，这条规
定明确释放出四种信息——

其一，明确了“处罚到人”的
行为范围；其二，明确了“处罚到
人”与处罚企业并行；其三，明确
了“处罚到人”的具体对象；其
四，明确了最高罚款标准。这不
仅便于各级执法部门严格执行，
也对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人员
发出了严厉警示：一旦违法，责
任人将难逃惩罚。

《条例》增设“处罚到人”，击
中了食品安全领域部分违法行
为的要害。这是因为，一些企业
为了获取利益，就会故意违法继
而造成严重后果。企业之所以
如此，既是因为受利益驱使，也
是因为此前制度不够完善，一旦

“出事”，可由企业“替罪”，个人
可以逃避罚款及相应处罚。

很显然，企业的违法行为都
是由具体人干出来的，如果具体
违法责任人没有受到严厉处罚，
执法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如今，
《条例》增设“处罚到人”，属于直
击要害的精准处罚，将让违法责
任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此才能
减少故意违法，保障好消费者
“舌尖上的安全”。

可能有人会认为，虽然“处
罚到人”罚款力度可高达10倍，
但只是罚款，震慑力有限。其
实，“处罚到人”是一种补充性的
处罚措施，除此之外，如果责任
人的行为触犯《刑法》相关条款，
则难逃刑事惩罚。而且，违法责
任人还可能面临行业禁入、失信
惩戒等方面的惩罚。

也就是说，我国食品安全保
障的制度笼子正越扎越密，“处

罚到人”进一步提升了依法治理
的精准度，进一步提高了违法者
的违法成本。同时，“处罚到人”
彰显出我国对于食品安全领域
违法行为的治理态度——“没有
最严只有更严”，违法者将付出
更多种、更高昂的代价。

在中央关于食品安全领域
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
的监管、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坚持
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要求推
动下，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
总体稳定向好。国务院食安办数
据显示，2018年食品安全总体合
格率达 97.6%。“97.6%”不等于
“99%”，也不等于“100%”——尽
管“100%”不现实，但“97.6%”还
有提升空间。这就需要不断完善
制度规范，强化监管执法，把包括
“处罚到人”在内的“四个最严”措
施真正落到实处。

（北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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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市场监
管总局提出了一个食品安全“小目标”——2020年食
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达到98%。

98%的抽检合格率并非遥不可及。每一周，市场监
管总局都会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并向全社会公布抽
检结果。2019年12月27日公布的抽检结果中，共抽取
特殊膳食食品、食用农产品、水产制品、饮料等12大类
食品451批次样品，发现特殊膳食食品、肉制品、食用农
产品、水产制品4大类食品10批次样品不合格。算下
来，抽检合格率约为97.8%，不合格率约为2.2%。从目
前抽检结果来看，已经很接近98%的合格率目标。

那么，剩下2%左右的不合格食品怎么解决？
从抽检结果来看，大多数不合格食品都是因为被

检出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生物毒素
和其他化学污染物超标等问题。这需要生产企业和
流通企业进一步完善流程管理，引入大数据、可追溯
体系等技术，推动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
化，从源头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比如，霉菌超标可能
是因为原料或包装材料受到霉菌污染，也可能是因为
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严格，还可能
与产品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活鱼中检出氧氟
沙星、安定、孔雀石绿等兽药超标，可能是养殖户在养
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

换句话说，“不合格的2%”主要来自生产和流通
环节，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遏止。

同时，还有一大趋势值得警惕，就是电商平台销
售食品发生问题的概率比较大。以2019年12月12
日公布的不合格批次食品为例，除了不方便在电商平
台销售的活乌鱼、活牛蛙、韭菜，剩下的问题食品全部
来自电商平台。而且，几乎在每次抽检中，电商平台
问题食品出现频率都非常高。

电商平台方便中小商家创业，方便商品流通，但
这种便利性有时也会成为监管的漏洞，让一些可能根
本无法进入线下超市的食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店
里，有些“三无”食品还打着“手工自制”“家庭厨房”的旗号，卖成
了网红爆款。消费者享受了网购的便利，但因为见不到实物，购
买时就容易上当受骗。一旦买到不合格商品，退换货也不如直接
去找小区门口的便利店老板方便。

因此，电商平台应当进一步完善对商户的资质审查和商品抽
检。有条件的企业应该向社会，特别是消费者公开承诺，坚持自
查报告、“黑名单”制度，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同时，市场监管部
门也需要加强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与平台企业形成合力，并且鼓
励消费者投诉、举报，用社会共治的力量织牢织密食品安全网络。

食品安全无小事，98%的合格率绝不是终点。在现实生活
中，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诸多吐槽，以及时常冒出来的食品安全
谣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什么时
候能把那2%的不合格食品降到只有0.2%、0.1%，甚至0.01%、
0.001%了，老百姓才能更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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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成“限塑令”空白地带亟须治理升级

电商、快递、外卖等新业
态的异军突起，给人们带来更
多便利，这一点不可否认。但
是，线上消费由于货物流转的
环节更多，对于包装材料的消
耗也更大。数据显示，2018年
全国快递业共消耗编织袋约
53亿条、塑料袋约245亿个、封
套约57亿个、包装箱约143亿
个、胶带约430亿米，国内使用
的包装胶带一年可以缠绕地
球1077圈。

毫无疑问，随着线上消费
的持续增长和线下消费占比的
不断降低，外卖和电商所用塑
料袋等包装材料的消耗增长，
正在把超市、商场等线下渠道
远远甩在后面。如此情势之
下，“限塑”的战场，需要从线下
延伸到线上，做到一碗水端
平。就此而言，十多年前制定
的“限塑令”，许多条款已不适
应时代的发展，应当着手进行
修订，将电商、外卖等线上消
费，纳入到规制范畴。

线上消费的“限塑”，收费
当然是一个有效手段，通过经
济杠杆的调节，改善塑料袋等
包装材料的无度消耗。在执行

机制上，不仅要明确商家的义
务，相关电商和外卖平台，也必
须承担起监督责任。

但也必须看到，线上消费
是一个点对点过程，要像对超
市、商场那样进行执法监督，并
非易事。这就需要，除了收费
之外，拿出更多综合性举措来
推动线上“减塑”。

比如，许多线上消费使用
的塑料袋等包装，不仅很少
被污染，质量也较好，具有良
好的回收利用价值。因而，
不妨建立一个完善的回收体
系，实现循环利用。对此，国
外其实有不少尝试，比如有
的国家实行回收押金制度，
消费者在购物时，付出押金
得到塑料包装袋，事后可以
交于企业回收，拿回押金。
这种押金模式，更能激发消
费者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
情，比起单纯的塑料袋收费，
更能实现限塑减塑的初衷。

还要看到，类似塑料袋等
辅助包装材料，在线上消费中
过度使用，与当下快递、外卖等
包装质量普遍较低，包装废弃
物处置不规范有很大关系。因

而，需要改进包装质量标准体
系，提高包装的耐用、密封等性
能，从而减少塑料袋等辅助包
装材料的浪费。对于包装废弃
物回收利用，设立硬性比例，以
减少劣质一次性包装的使用。

线上消费的“限塑”，在严
管之外，也要辅之以相应的激
励措施。例如，现在许多快递
和电商企业，正在摸索一些减
塑举措，从瘦身胶带，到可降
解防撕包装袋，到共享快递盒
等等，对于类似创新，不妨给
予更多政策支持。而对于塑
料袋等包装生产企业，不妨通
过差别化的税收政策，把不环
保的塑料袋价格大幅度提上
来，将可降解塑料袋或再生纸
包装的价格，降到更多人能够
接受的水平。

电商成“限塑令”空白地
带，亟须治理升级。而所谓的
升级，绝不是将目前的“限塑
令”简单复制到线上，而是总结
十多年来，限塑令执行的经验
和教训，针对线上消费的种种
特点，拿出更有的放矢，更系统
化的解决方案，如此才能让“限
塑”得到彻底贯彻。

□ 于平

2007年发布的“限塑令”要求，所有超市、商场、集
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十多年后，“限塑令”总体的效果仍不容乐观，尤其在线
上，“限塑令”几乎成了空白地带。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
发现：同一家超市，人们线下购物时自己带环保袋或为
塑料袋付费，线上购物时电商平台却免费提供塑料袋，
且打包时毫无节制。外卖时，“打包盒+塑料袋”是标配，
部分中小商家所使用的塑料袋质量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