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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曝光及人们对食品安

全的日益重视，必须建立一种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教育机

制，以保证所有同食品安全相关的主体具有与其主体身份相

应的食品安全知识，最大程度地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形成的损

害。显然，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教育达不到这一要求，其不

仅缺乏进行全面组织和协调的行政机关，而且在涉及到食品

安全的食品企业、行政管理机关、媒体和消费者四方的教育

中，都存在不同的具体问题。只有通过设立食品安全教育办

公室，全面负责食品安全教育，并加强对大众的食品安全常

识性知识的教育，加强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以及尽可能

将学历教育、岗位教育及宣传教育３种食品安全的教育方式

相结合等策略，才能真正构建中国食品安全方面的科学有效

的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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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大事，食品安全

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１］。而无论是防止

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还是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尽量减少

损害，食品安全教育都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因此，如何在

中国构建一种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对于保证食品

安全，进而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教育主要局限于大专院校的学历

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同职业资格制度相结合，基本满足了中

国对于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监督人员

的需求，防止了食品安全事件的过度发生［２］。但随着近年来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曝光以及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

传统的主要依靠学历教育的食品安全教育模式已经越来越

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文章拟从阐述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应当

包含的内容出发，剖析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教育体制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中国食品安全教育机制构建的具体对策。

１　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应当包含的内容
　　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其必须保证能

让所有同食品安全相关的主体具有与其主体身份相应的食

品安全知识，从而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或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将损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１．１　应当覆盖的人群

　　食品安全教育机制覆盖的人群应当是所有同食品安全

有关的主体。主要包括企业、行政监管机构、媒体和消费者

四方，具体有食品企业的生产人员、仓储运输人员、销售人

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人员，媒体

工作人员，消费者等。其中企业为食品的提供者，行政监管

机构则代表国家对食品安全这一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媒体代

表社会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而消费者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

直接承受者。

１．２　涉及的主要知识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主体不同，其需要的食品安全的知识

也各不相同。因此，食品安全教育机制针对不同的主体，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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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的知识也各不相同。

１．２．１　食品安全的大众常识　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教育主要

针对广大消费者和媒体。包括针对具体食品的安全鉴别常

识（如是否发霉、变质，是否含有有毒成分），食品安全食用的

常识，购买和食用食品时应当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食品中

毒的紧急处理常识，食品安全维权的法律常识等。对于广大

消费者来说，这些知识可以保证其在具备食品安全的大众常

识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自己不被有安全问题的食品损害生命

健康，或将这种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对于媒体来说，这些

知识则可以使其对相应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初步的判断，保

证其相应的报道基本符合事实。

１．２．２　食品安全的法律和道德知识　食品安全的法律和道

德知识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食品企业的管理者和食品安全行

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媒体工作人员。食品企业的管理

者只有在知道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因为考

虑到违法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严格依法保证食品安全。

而食品安全的道德知识则能使其明白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是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操守要求，增强其自律

能力。食品安全行政管理机关人员只有在熟练掌握食品安

全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严格执法，而对相应道德知

识的熟悉，则能使其在执法的时候充分认识到食品安全行政

监管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增强其执法的严格性和合理性。媒

体工作人员同样承担着对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责任，在其对

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过程中，也必须注意其错误报道可能造

成的不良后果，在合法的基础上秉持良好的道德操守，因此

也需要接受一定的食品安全的法律和道德知识的教育。

１．２．３　食品安全的专业技术知识　需要这种知识教育的主

要是食品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的具体操作人员和技术人

员，以及行政管理机关的技术人员。食品企业的具体操作人

员和技术人员是直接接触食品并保证其安全的人员，是保证

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行政管理机关的技术人员则是国家

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技术保障。为了保证其提供或者监

管下的食品安全，其必须对影响食品安全的每一个环节和每

一种食物组分都有着比较专业的技术知识，尤其是对于食品

企业或者行政机关的技术人员，还必须掌握比较高深的专业

技术知识。

１．３　具体教育方式

１．３．１　中小学的普及教育　主要涉及到上述的食品安全的

常识性知识。包括食品安全本身的常识以及法律常识等。

因为中小学教育属于普及教育，因此针对的必然是进行食品

消费的全体国民。

１．３．２　大专院校的学历教育　这种学历教育又分为两部

分，分别是法律知识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这是食品安全教

育的核心，主要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食品安全的管理人员和

技术人员，以及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

１．３．３　岗位培训教育　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工作岗位，

都应当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因此其涉及的对象

包括：食品企业的具体操作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食品

安全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复杂食品安全报道的媒

体工作人员等。岗位培训的内容根据主体的不同，分别包括

上述３种食品安全的相应知识。

１．３．４　针对大众的常识性宣传培训教育　一方面很多消费

者可能并没有接受过普及型食品安全教育，另一方面关于食

品安全的常识性知识也会随着新的情况的出现需要不断更

新。因此，对于作为食品消费者的大众来说，需要通过宣传

的方式对其进行食品安全常识的教育，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

事件时，甚至有必要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教育。

　　在食品安全教育机制覆盖的人群、涉及到的知识以及采

取的具体教育方式达到上述标准的情况下，就可以基本保证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主体能获得其保证食品安全需要的知识，

这样的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应当是科学的和有效的［３］。

２　中国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存在的问题
２．１　缺乏统一组织和协调的行政管理机构

　　要保证食品安全教育机制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存

在对其科学性和完整性负责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国目前的

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在形式上虽然包含了相当部分的上述科

学和有效的食品安全教育机制应当具备的内容，但彼此之间

并不存在统一组织和协调的机制。学校教育和岗位教育，以

及针对大众的宣传教育等具体教育形式均存在，但分属各级

教育机关、劳动行政管理机关、食品安全行政管理机关，彼此

之间互不统属，不存在固定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导致这３种

不同的教育形式之间的衔接性较差，不仅造成教育资源巨大

的浪费，而且还不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４］。

２．２　大众的食品安全常识性知识教育匮乏

　　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中，大众对食品安

全常识性知识的缺乏表现得特别明显，也因此产生了相应的

严重后果。一方面，很多普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漠不关心，

在决定食品的选择时，往往只关心其价格，而不注意其是否

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另一方面，部分消费者却对食品安全

事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误信传闻，不能明辨是非。即使

食品安全行政管理机关一再出面澄清、辟谣，他们仍然认为

媒体的错误报道才是“真相”。在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过

去这么多年之后，很多人仍然固执地认为国产奶粉存在安全

问题，宁可花费高昂的代价去国外代购，也不愿购买国产的

价格更低廉的同档次优质奶粉。

２．３　食品企业经营者法律知识和道德知识教育的匮乏

　　食品企业的经营者是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直接责任人。

在食品企业的经营者具有食品安全对人民生命健康重要性

的道德认知，并严格遵守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情况下，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一般为食品企业的过失，或者

是其无法控制的无过错行为造成的。然而在近年来发生的

食品安全事件中，有相当部分事件是食品企业的经营者明知

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并且会损害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情况下

而恶意为之，完全没有起码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可言。这

与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法治环境及道德环境密切相关，但食品

企业经营者缺乏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和道德教育，也是产生

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２．４　行业行政管理者专业技术知识和道德知识教育的匮乏

　　近年来发生的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中，也发现了行业行政

管理者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仍然存在种种不足。从食品安全

教育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一些食品安全行政管理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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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缺少进行监管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和道德知识的教育。

一方面，在对食品企业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的过程中，不能及

时发现应当发现的违规行为，从而酿成严重的食品安全事

故；另一方面，个别食品安全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

认识到食品安全对人民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的基本稳定和长

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执法过程中或因个人利益或因地方

利益，对食品安全问题姑息养奸，最终造成铸成大错。如

２００８年三聚氰胺事件中的主要肇事者之一的三鹿集团，早

在２００４年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就已被行政监管机关抽查发

现奶粉不合格，但当地食品安全行政管理机关一直没对其进

行相应的惩处，直至２００８年初被媒体披露后，有关部门还在

千方百计地为其百般掩饰。

２．５　媒体工作人员食品安全常识性知识和道德知识教育的

匮乏

　　媒体作为行政管理机关之外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最

重要的力量，其对食品安全的相关报道会直接左右社会舆论

的导向，因此其报道必须具备及时性、准确性和客观性。但

是，近年来却不断发生媒体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事件隐瞒不

报，或为了博取眼球耸人听闻的情况。如２００５年的“甲醛啤

酒”事件、２００６年关于“芬达”“七喜”等软饮料致癌的报道等。

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隐瞒不报或误导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由

于其对社会舆论的直接影响，一方面会对相关食品企业的行

为选择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大众对政府监管

机关的执行力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而在事实被揭露之后又

使大众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置疑，严重影响其作为

社会舆论的代表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能力。

３　对策
　　中国在食品安全教育方面尚需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

才能真正构建起一套科学有效的教育机制。

３．１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行政责任机关

　　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中国食品安全教育的行政责

任机关。鉴于食品安全的专业性较强，因此不应由普通的教

育机关来承担这一责任。最好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下

面设立食品安全教育办公室，负责全国食品安全教育的整体

规划，以及不同部门主管的具体教育形式之间的协调。从而

保证最大程度地整合全国的食品安全教育资源，保证食品安

全教育体系科学有效的运作［５］。

３．２　建立对大众的食品安全教育体系

　　对大众食品安全的常识性知识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两方

面的内容：① 在中小学教育中普及食品安全常识性知识。

② 加强针对大众的食品安全常识性知识的宣传教育，在出

现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为了防止其造成进一步的损害，针

对重点人群可以组织其进行培训教育［６］。

３．３　加大法律和道德知识教育的力度

　　事实上，对食品安全影响最大的主体是食品企业的管理

者、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媒体工作人员等。通过加

大法律和道德知识教育的力度，则能使这３种主体重新审视

其对食品安全的态度，主动将食品安全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

上，不会因为利益的诱惑而对其视而不见［７］。

３．４　食品安全的学历教育应与岗位教育及宣传教育相结合

　　目前的学历教育同岗位教育和宣传教育严重脱节。一

方面，学历教育只注重食品安全方面的专业技术方面，而忽

视了食品安全的法律及道德方面知识的教育，单纯依靠岗位

教育很难弥补这种知识结构的缺陷，导致学生毕业后道德和

法律知识教育缺乏；另一方面，学历教育不重视食品安全常

识性知识的教育，从而使其学生毕业后进行宣传教育的能力

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使食品安全的学历教育尽可能与岗

位教育和宣传教育相结合。一方面食品安全的学历教育应

尽量按照社会上对应的工作岗位设置课程和专业，加强法律

和道德知识方面的教育，以做到与相应岗位教育的无缝衔

接；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的学历教育应针对宣传教育大众化的

特点，适当增加有关食品安全常识性知识教育的课程，使学

生毕业后能更好地为宣传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上述对策的具体实施，即能在基本克服中国目前食

品安全教育中存在的消费者常识性知识教育缺乏、法律和道

德知识缺乏以及整体性和完整性缺乏等主要问题，建立一个

在食品安全教育办公室领导下的覆盖食品企业、行政管理机

关、媒体和消费者四方，使其均能得到其所需知识的教育的

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教育机制。

４　结论
　　在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出现的现代社会，食品安全教育要

承担起保证食品安全的重任。必须建立一种能使所有和食

品安全有关的主体获得相应的食品安全知识的科学有效的

食品安全教育机制。而对照这一标准，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

教育离建成这一机制明显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通过分析

可以知道，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教育不仅缺乏一个进行全面

组织和协调的行政机关，而且在涉及到食品安全的食品企

业、行政管理机关、媒体和消费者四方的教育中，都存在不同

的具体问题。只有通过设立食品安全教育办公室全面负责

食品安全教育，并加强对大众的食品安全常识性知识的教

育，加强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以及尽可能将学历教育、岗

位教育及宣传教育３种食品安全的教育方式相结合等策略，

才能真正构建中国食品安全方面的科学有效的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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