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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韩
正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上讲话指出，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推动食
品安全高水平治理，对食品安全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

充分发挥法治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固
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强调法治地位，
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必
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
部分。

强化法治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作
用，首先应将“四个最严”作为食品安全立
法预期和规范体系设计的根本依托，以此
为根基所延伸出的法律，在立法的理念与
规范预期上，均应以此为根本的理论依据
和检验标准；其次，应积极推进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规范性文件
的清、立、改、废、释工作，为食品安全治理
提供长期稳定规范前提；同时，调整食品
安全法律规范彼此之间的竞合关系、协调
关系和职能分配关系，形成规范层面的监
管合力和共治局面。

提高政治站位，落实食品安全治理
责任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
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的
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底线安全”。食品安
全的这种根本性底线地位，要求必须坚持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食品安全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进一
步提升。

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政治站位，落实食
品安全治理责任，要构建食品安全责任体
系。首先，要从法律制度上严格落实主
体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
任，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监管法治化；同时
也要推进建立权责明晰、分工合理及统
一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切实形成
相互衔接、高效运转的食品安全监管格
局。其次，要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
领导责任、食品安全人员管理责任、从业

人员岗位责任等食品经营主体责任，将
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构建上
下游食品质量安全可查询、可控制、可追
究的追溯体系和责任机制。最后，建立
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改
进监管方式，拓宽监管渠道，加强综合协
调发挥行政监管、司法监管和社会监管三
元监管的合力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要正视我国食品安全
形势和维护我国人民利益的根本需求

从国内的角度，长期以来，我国食品
安全工作与实际需求之间始终存在差
距。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不平衡，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和能
力不平衡问题持续存在；另一方面，社会
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特别是在人口相对密集城市传播的风险；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各行业领域的快速发
展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因素更新的速度
已远远快于相关监管规制和手段的完善
速度，甚至跨越国界，形成输入型食品安
全风险。

从国际层面，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高
水平治理，也是对当前全球食品安全和公
共卫生安全风险挑战的回应。维护食品
安全，是保障全球人类健康的共同需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示了人类健
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随着我
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国际事
务合作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
现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对于我国开展食
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相关领域国际标
准、规范、谈判规则等问题的国际合作，在
各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工作中提
升国际话语权、主导地位，应对全球性食
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挑战，具有重
要意义。

坚定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监管理
念，提升预防式监管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提高依法防控
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一文中着重指出：“预防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坚决贯彻预防为
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
懈，将预防关口前移。”

食品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
可知性，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往往受害

者是不特定的多数群体，降低风险向危害
的转化可能性是最佳的治理策略。因而
要树立并始终坚持以源头监管、全过程监
管为特征的预防性监管理念。一方面要
强化食品安全预警信息的建设制度，政府
应定期发布食品风险信息，指导公民对特
定食品的批次、品类提高注意，尽可能规
避食品健康风险向危害的转化；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检验检疫技术的
投入，要达到及时发现、推断、预测特定致
害物质产生、变化。

加强食品安全标准系统性建设，提升
标准制定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安全评估和执
法的基础，在食品安全保障中具有引领作
用。一方面，《食品安全法》已经明确要制
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另一方面，从保
障国际贸易出口利益和进口食品安全质
量层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也亟需尽
快统一完善并与国际标准对接。

要增强食品安全标准制定职能机构
的统一性和权威地位，将制定各类食品
产品标准、食品污染物和农药残留限量
标准、食品卫生操作规范在内的食品卫
生及其检验方法、食品质量及其检验方
法、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食品贮运、食
品标签等各类国家标准的职能权限统一
归口，增加标准制定工作的专业性和权
威性，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和原
则性。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处
罚，依法从严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要厘清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问题，明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定性问题，
明确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侦办中的行为定
性、案件管辖、证据规格等法律适用问题，
实现执法、司法信息互联互通；行政执法
部门与司法机关形成协调合作体系，建立
证据互认、证据转换、法律适用等协作配
合机制，联合依法追究食品安全犯罪嫌疑
人的法律责任。

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案件中有关
民事赔偿的相关诉讼制度，简化诉讼程
序，拓宽司法救济途径，降低维权成本，落
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加大
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推动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韩大元:

强化法治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作用，首先应将“四个最严”作为食品安全
立法预期和规范体系设计的根本依托，以此为根基所延伸出的法律，在立法的
理念与规范预期上，均应以此为根本的理论依据和检验标准；其次，应积极推进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清、立、改、废、释工作，为
食品安全治理提供长期稳定规范前提。同时，调整食品安全法律规范彼此之间
的竞合关系、协调关系和职能分配关系，形成规范层面的监管合力和共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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