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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共治”食品安全治理机制
———“第五届全国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论坛·２０１６”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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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第五届全国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论坛—食品安全

风险治理与公共政策”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以各自专业背

景为基础，借鉴哲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分析方法和工

具，围绕食品安全与政府监管、消费者科学素养与食品安全、

社会组织与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反映了

国内各学科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战略和科学

技术创新机制的最新思考与研究，批判了“唯政府论”“唯技

术论”“唯产业论”等观点，形成了诸如“社会共治”等有价值

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战略；科技创新；共治机制；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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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创新是食品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确保食

品安全的基本力量。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对保障食品安全的

基础性作用，则需要对其进行评价并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

给予制度设置。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和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

安全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论坛”在江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南大学、东南大学、江南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深圳大学、

辽宁工业大学、《食品与机械》杂志社等单位的５０多名专家

学者，围绕“食品安全与科学技术、食品安全与哲学反思、食

品安全与政策应对、食品安全与社会参与等话题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一致肯定了开展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治

理体系的全国性学术交流研讨会的重大意义。中国自然辩

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大椿教

授表示，此次研讨会既切中了食品安全战略与科学技术创新

机制的要点，又包容了不同学科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热

点，有利于跨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对于理清学术争论、推进具

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战略与科技创新机制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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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所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与表述的核心观点评价

如下。

１　坚持食品安全与科学技术紧密互动的价
值取向

　　与会的技术和公共政策专家认为，要从食品安全与科学

技术互动的视角上把握好食品安全战略、食品科学技术创

新、食品公共政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介绍了

ＳＴＰ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理念和中国的

研究现状，并以ＳＴＰＰ的视角阐述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

品安全战略与科学技术创新机制所持的价值观取向：一是对

科学技术持“审慎”立场。他主张对食品科学技术保持谨慎、

历史和具体的态度。既要看到食品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正面

效应，又要保持对其负面效应即食品安全问题的警惕和抑

制。二是对食品公共政策需要保持“平衡和公平”的立场。

食品公共政策不仅要坚持平衡和公平的原则，而且要将其纳

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系，更要将其作为公众参与、社会

调控、全民享用的公共产品。三是在“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下将食品科技创新和食品公共政策有机融合。必须

要发展食品工业科技，但必须把握食品工业科技发展的根本

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政府制定食品公共政策内容不仅要

包括食品安全治理方面，还要包括引导公众理解和认识食品

科学和食品安全问题、食品科学创新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肖显静认为食品安全的关键在于统一认

识论和价值论，但必要的技术、管理手段还是不可或缺的。如

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其将随着科技的

发展不断变化和延伸。在食品安全与具体的科学技术应用

上，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认为，数据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融

合可能为食品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机缘和危机。一是数据科学

应用可能强化食品安全监控和危机处理的精准性；二是数据

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融合创新可能拓展出食品生产的新范式，

从而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有效保障；三是数据科学等将为消

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食品安全的协同治理提供平台和

机制。但同时，数据科学与生物技术融合也可能引发系列伦

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等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所段伟文研究员认为，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不仅要构建基于大

数据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精准敏捷地预警食品安全风险，而

且要将食品安全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融入社会总体预警机制

中。他们共同认为食品安全治理必须坚持互动关系。

２　食品安全治理需要哲学反思与批判
与会专家认为，食品安全治理应当从哲学角度反思与批

判。湖南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欧庭高教授以转基因技术风险

为切入点，认为转基因技术是收益与风险的辩证统一体，它

的风险随着转基因技术的社会化而发生演变，彰显着现代技

术风险的典型特征，凸现人为风险因素参与此演变的复杂机

理和过程，而此演绎的风险后果以扭曲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

价。这种代价尚未明晰，反映着不确定性知识的内在本性，

难以按现有风险评估标准加以辨识，从而引发认知的困境，

出现种种无知的状况，造成风险主体和受体广泛和激烈的争

论，拷问着人类的安全思维智慧和未来安全走向。在这种情

况下，食品安全风险决策的理性需要从科学到民主进行综合

的全方位考量，强调科技防控、规制治理和社会调节的系统

性和全面性，确立社会多元可接受的安全理性和安全价值取

向的认同，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合理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则批判了当今食品安全问题

的一些伪命题：一是“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近年来越来越差”的

观点是未经审度的独断论，尤其是“市场经济逐利动机导致

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堪忧”的观点更是明显有失偏颇。食品安

全问题凸显最主要的背景是食品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单一追

求数量增长转为质量和数量并重；二是食品没有绝对的安

全，也没有绝对不安全，食品安全本质上是人类食用行为的

风险问题。所谓的“天然食品”论背后有经济利益炒作的嫌

疑；三是食品安全需要治理，并不是因为中国食品安全出现

了问题，而是因为食品安全是社会管理的常规性事物之一。

现代国家具有强烈技术主义倾向，运作权力的方式从“杀生”

到“护生”，食品安全必然成为最重要的关注领域。四是国家

在治理食品安全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食品安全治理最大

的难题乃是“知识与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国家知识无法把握

食品行业非正式和意会知识，而往往以简单的正式知识模式

曲解实际状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则进一步提

出食品安全治理应把握的四大原则：技术风险的告知诚信、

安全风险的道义评价、风险利益的公正分担、明确风险的规

避责任。湖南中医药大学毛新志教授则更具体地针对转基

因作物产业化问题提出了尽早建立伦理评价机制、伦理审查

机制、伦理交流机制和伦理监督机制的观点。认为，食品安

全治理思维要以哲学反思与批判为工具看到科学技术和政

府治理能力的局限性，破解当前“治理过于依赖政府”的思想

局限性。

３　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
与会的专家认为，由于法理性要求和职能使命的天然，

政府承担食品安全治理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但其需要制度创

新弥补其天然的缺陷。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林坚从科技决

策专家统治的危机视角上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科技风险及

科技决策问题，他认为现代官僚体制和专家系统在工具理性

的支配下，一味地追求科学技术对科技发展的贡献，对科技

潜在的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问题缺乏考虑。加之，现代社

会风险的不可感知和专业知识的高度分化，直接导致了食品

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负面作用在社会不知不觉中膨胀起来，

直到潜在风险积聚成现实危机事件时，才为社会大众所知晓

的“食品安全公共事件”。因此，他建议必须重塑科技决策模

式，并对食品安全治理提出五条行动建议：一是要破除专门

知识的垄断；二是团体所能够参与的范围不能再根据专家的

内在考虑而封闭，必须根据社会的相关标准而开放；三是要

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四是要创造决策的公开性；五是要实

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陶林副教

授认为，当前中国食品安全治理存在八大问题：① 食品安全

法律相对滞后；② 食品安全标准不统一；③ 政出多门，管理

低效；④ 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不高，缺少通畅的信息公开渠

道；⑤ 广大的消费者缺少维权意识；⑥ 从食品安全治理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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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看，事后监督多于事前防范；⑦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存在一

定的空白；⑧ 治理食品安全的源头存在漏洞。在分析国外

食品安全治理主要模式的基础上，他提出六点建议：① 强化

政府责任；② 重视企业和行会组织的自律；③ 对农产品加大

源头治理的力度；④ 培育专业非政府组织；⑤ 消费者要有维

权意识；⑥ 注重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内蒙古党校李

彤宇教授以药品安全治理为例提出政府要把握住“敢于担

当、简政放权、加强宣传、把握重点、解决难点”原则从操作层

面上治理食品安全问题。

加强制度创新不仅需要自身机构努力，更需要与国际展

开积极合作。中南大学蒋美仕教授则以国际组织 ＦＡＯ／

ＷＨ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ＦＡＯ／ＷＨＯ机构和职能特征及

其在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建议中国政府

应通过国际间合作为治理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提供科学的认

识论与方法论，不断引导政界、商界、学界、大众对食品安全

治理的积极参与。他们共同认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的角

色不能缺失，政府必须积极的进行制度创新。

４　食品安全治理需要建设“社会共治”机制
经过上半场的深入讨论，与会学者共同认为，要实现食

品安全的有效治理，建设“社会共治”机制是关键。因此，必

须打通参与通道，最大限度地将食品安全治理的参与者纳入

“社会共治”机制。在公众参与方面，辽宁工业大学的艾志强

教授认为，公众对食品科学技术风险的认知关系到科学技术

与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公众与不同社会主体往往对食

品安全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和结果存在差异。因此，他认为

食品安全风险规避机制的构建不仅要以公众为中心，而且要

以媒体为中介，形成公众与其他社会主体有效沟通交流的网

络，最终建立起“公众—媒体—专家”“公众—媒体—企业”

“公众—媒体—政府”３个沟通机制。南京林业大学薛桂波

教授认为，当前食品科技决策作为广泛影响公众切身利益的

政府行为，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领域。他认为，优化公众参

与食品安全科技决策的机制应该把握３个重点：一是加快食

品安全决策的民主进程，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序化和

制度化；二是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科技决策的信息沟通路

径；三是优化公众食品安全科学素养，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决

策的能力。山东科技大学王耀东教授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不

仅关涉风险的个人化和日常化，还关涉更大范围内责任从体

制向个人的转移。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消费是

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消费者不是消极的接收一切，他们对不

同产品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需求拉动。不能再把消费者仅

仅当做食品的使用者，他们也应被社会地理解为威胁和破坏

的原动力。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得技术可能性得到了无限

拓展的空间。消费者消费文化倾向的变化，必然影响到食品

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速度。消费者通过消费食品实现对生产

方向、规模的影响。因此，消费者也成为食品安全中不可缺

少的主体之一。每一个消费者都要对个人的消费行为负责，

也要对他人、人类的未来负责。在参与主体方面，武汉理工

大学潘建红教授则认为食品安全治理不仅需要公众参与，更

需要科技社团参与。《食品与机械》杂志黄寿恩主编从食品

安全专业的角度介绍了中国食品安全一线现状，并阐述了中

国食品安全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当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为：食品安全治理“重科研，轻科普”、消费者非理

性消费需求对食品企业的“绑架”、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大

众媒体科学态度与职业道德的缺失、扁平化的公众传播渠道

缺乏有效监管、专家信任危机、监管部门缺乏高效的专业队

伍及技术支撑、食品安全技术壁垒等。因此，他提出食品安

全治理需要“政府—行业—专家—媒体—公众”５个主体积

极参与。在媒体参与方面，中南大学曹渝博士通过分析新媒

体食品安全谣言开放性和隐匿性的特征认为，新兴社交媒体

如微信、微博等因其扁平化及线上关系链特点，为谣言滋生

和传播提供了良性土壤，部分食品安全问题是由于网络谣言

造成的。因此，食品安全治理需要建立“媒体—公众—政

府—产业”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机制。只有建立“社会共

治”机制，才能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有效治理，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５　简要评述
本次会议不仅反映了国内学界对食品安全治理问题的

高度重视以及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战略和科

学技术创新机制的最新思考与研究，更反映出食品安全治理

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专家学者从交叉学科视角上对食

品安全问题的研讨，开阔了食品安全治理视野和思维，分析

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和内涵，更批判了以往“唯技术论”

“唯政府论”“唯产业论”等治理观点，明确提出了“社会共治

论”。但是由于条件限制，研讨会依然存在一线食品产业和

媒体代表参与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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