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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食品安全教育实行全民教育，不仅有健全的法律

依据，而且有多元体系的配套制度给予保障，其主管部门权

责明确，根据受教育对象的不同实行分层教育，实施中职业

教育特色浓厚，具有教育方式灵活、教育面广、针对性强的特

点。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国食品安全教育存在责任

主体边界模糊，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在临时性的推进中，教育

的系统性不足，导致生产者盲目逐利、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

监管者不作为的问题。借鉴美国的成熟经验，中国的食品安

全教育应立足中国国情，确立其教育对象、原则、体系与方

法，创新教育途径，形成有本国特色的食品安全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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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事关民生大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

委员会发布《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重点从指导思想、

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对中国食品安全教育工作做出了

规划。然而，因法制不健全，中国食品安全教育在设计上，仍

然停留在原则和精神层面，执行层面亟待完善。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起源于２０世纪，作为世界上食品最

安全的国度，美国食品安全教育既是其食品安全体系的重要

内容，又是其食品安全防御的重要环节［１］，在其实行中，全民

推行、多部门共同协作、灵活多样的分层教育，可为现阶段中

国食品安全教育提供良好的借鉴。

１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的现状
１．１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的对象和目标

在美国，食品安全教育涵盖从儿童到老年各个年龄层

次，实施中尚无一所大学开设食品安全专业的本科教育［１］，

因其崇尚实用主义，食品安全教育采用学校教育、职业教育

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其中，学校教育侧重食品知识、安全意

识与习惯的培养，职业教育强调职业准入资格。即便是儿

童，美国同样将其视为食品安全教育的重要对象，在教育者

看来，儿童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儿童期的食品安全观

念与行为的养成，正是关系到全民食品安全教育的关键。可

见，在目标上，美国食品安全教育强调公民食品安全素养在

观念与行为上的教育，通过食品安全知识教育，提升社会个

体与组织主观上的食品安全意识，纠正客观上的不良行为。

１．２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的实施

１．２．１　推行全民教育　美国早在２０世纪初便提出消费者教

育，并在食品安全教育领域推行实施。因市场在美国的资源

配置中起着必然支配作用，在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各个环节，各类活动必然贯穿任何一个消费者生命的始

终，由此，美国消费者教育的本质是全民教育，强调的是国民

教育，并在食品安全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教育

体系。

１．２．２　健全的法律体系提供依据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法律

体系成熟，既有食品安全、食品卫生相关的实体法，也有食品

安全教育的程序法。美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最早可追溯

到２０世纪初的《食品与药品法》《肉类检查法》，对于冒牌和

掺假的食品、卫生条件差的肉类食品的生产与销售进行了规

定，此后又相继颁布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公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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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服务法》《婴儿食品配方法》等法律法规。为了保障食品安

全教育的实施，美国颁布了《膳食补充和健康教育法》《营养

标签与教育法》，专门为公民获得食品安全教育提供法律支

撑。根据法律，每年９月举办食品安全教育月，对于普通公

众和食品从业者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的教育培训。

１．２．３　多个政府管理机构分工协作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分

属于不同机构和部门，且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其中，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ＦＤＡ）主要负责对行业和消费者的食

品安全处理规程的培训；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ＣＤＣ）负

责帮助预防食源性疾病，主要针对食品质量安全人员进行培

训。对于肉类、家禽及相关产品行业与消费者的食品处理规

程，美国设有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ＦＳＩＳ），而如何安全使

用杀虫剂则又是美国环保局（ＥＰＡ）的职责。

１．２．４　多元体系的制度保障　为了确保食品安全，美国实施

事前可预判、事后可追回、过程全透明的多元体系食品安全

制度。对于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管理，

例如，对于添加剂、农药、化肥进行风险分析，每年建立人体

安全危害表，政府定期出台食品安全分析报告，对于当前和

今后的风险进行评估。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依据食品召

回制度，企业及时向社会通告。针对食品安全问题，为了在

最短的时间找出病因寻找对策，美国实施食品可追溯制度，

对食品在原料来源、生产加工、运输各个环节进行全程记录。

１．３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的特点

１．３．１　政府领导，集体行动，职责明确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

由联邦政府领导，地方／州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学校、社会团

体、公民共同参与的一项集体行动，具有目标一致、职责明

确、分工协调的特性。在目标上，通过食品安全教育，提高国

民食品安全素养，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提高食品预防技术，降

低食品安全风险。在教育计划、项目的制定上，由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ＦＤＡ）、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牵头和协

调，其他部门、行业协会、学校团体、公民个人共同参与。依

据产品的品质，设置食品安全的监管机构，包括食品和药品

监督管理局（ＦＤＡ）、食品安全检验局（ＦＳＩＳ）、动植物卫生检

验局（ＡＰＨＩＳ）和联邦环境保护署（ＥＰＡ），这些部门根据工作

职责，共同为美国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１．３．２　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教育安全计划　美国国家食品

安全教育月（ＮＦＳＥＭ）自１９９５年开始，在每年９月，ＮＦＳＥＭ

都会围绕清洁消毒、交叉污染、个人卫生、过敏原几大问题设

定主题，集中对食品企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进行宣传教育。

在学校食品安全教育计划中，围绕食品从生产到加工各个环

节的食品安全知识，面对初、高中在校学生，由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ＦＤＡ）、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共同开发编写相

应教材和课程，同时，制作教学视频影像，建设教育网站，集

中向初、高中在校学生教授食源性疾病与健康预防的方

法［２］。在由ＦＤＡ和ＵＳＤＡ联合食品企业组织全年实行的主

题为“人人都能对付细菌”的ＦＩＧＨＴＢＡＣ项目中，通过在电

视台播放公共服务宣言（ＰＳＡ）、召开全国电视大会、在各大

报纸刊载食品安全故事、制作并在商超散发宣传材料以及编

剧儿童木偶剧并在幼儿园和小学中播放等形式，培养普通消

费者“安全处置食品”“正确储藏食品”的能力。

１．３．３　教育涵盖面广，针对性强　美国的食品安全教育没有

年龄限定，没有职业区分。针对儿童，编写了从幼儿到１２年

级的食品安全教材，在幼儿园日常教育中，重点教授孩子饭

前洗手、排队用餐、用餐时为避免细菌传染不能与同伴共享

食品等知识，规范幼儿的用餐行为。针对中小学生，立足于

青山年的行为特点，开发形式丰富、趣味性的教材，如美国农

业部（ＵＳＤＡ）食品安全移动彩色图书、食品安全移动游戏。

而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ＦＤＡ）的食品安全与应用

营养中心（ＣＦＳＡＮ）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ＡＡＲＰ）合作开发

的老年食品安全教育项目中，针对中老年群体，定期公布食

品安全信息，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１．３．４　分层教育特色明显　美国的食品安全教育对于不同

的人群，教育的知识各有侧重。对幼儿和儿童，强调食源性

病菌的危害预防与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在美国，很多职业

学校、高等学府都开设了食品安全的课程，除了讲授食品安

全的重要性，更是从学科、科学的角度剖析食源性病菌的形

成与日常注意事项。对于厨师、家庭主妇这类食品烹饪人

群，强调细菌污染预防的教育，在主题为“足够么”（ＩｓＩｔＤｏｎｅ

Ｙｅｔ？）这项全国性食品安全教育活动中，宣传使用食品温度

计确认肉类、禽蛋类食品烹煮熟度的重要性。对于食品生产

企业，重点强调食品生产规范、风险控制点的教育。

１．３．５　行业自律性标准高，企业自律性强　美国食品行业自

律性标准由美国国家标准学会认可的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制定，企业一般是自愿采纳执行。因其重要性递增，

联邦政府在技术法规中采用或引用自愿性标准的情况越来

越多，目前已成为美国联邦技术法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３］，

由此，行业自律性标准对于确保美国的食品安全作用不可小

觑。同时，由于美国法律对于制假、售假惩罚严厉，使得企业

在生产经营中自律性极强。美国仅对儿童和婴儿食品要求

标注保质期，而市场上销售的绝大数食品均明确标明了保质

期，在每年销毁的价值９１０亿美元的食物中，过了保质期的

占相当比率［４］，企业自律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２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教育现状
２．１　缺乏明确的食品安全教育法律支撑

当前，中国与食品安全教育有关的法律主要有《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而食品安全教

育的专门法律并未制定。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三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获取有关消费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

面的知识的权利”，如此笼统的规定，对于教育部门并未给予

界定。２０１５年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强

调对于食品安全应实行社会共治，总体上说，中国在食品安

全教育立法层面基本停留在原则层面，没有一部具体法律可

对食品安全教育给予保证。

２．２　教育责任主体边界模糊，责任不清晰

新《食品安全法》实施后，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分段

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５］的模式，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

会统一协调，地方各级政府、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

共同参与，此类监管极易出现监管空白、踢皮球的弊端。另

外，《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并未确定中

国食品安全教育的责任主体，在众多管理部门中，并没有设

置专门的负责部门。

２．３　食品安全教育对象存在诸多问题

食品安全教育是有关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系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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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食品生产者中，重利益、轻质量现象层出不穷，盲目逐

利之下，企业自律性极差，导致诸如乱用滥用食品添加剂食

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对于消费者，一方面食品安全知识极

为匮乏，在对食品药品安全知识的调查中，６５．８％的人群有

所了解，不了解的人占到１７．２％
［６］；另一方面，因法律意识淡

薄，面对劣质食品，消费者往往胆小怕事。而在食品安全监

管中，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难以根治，权力寻租面前，渎职、

失职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２．４　教育针对性不强

中国食品安全教育对象多数仅界定为消费者，界定较片

面。实际教育工作多是临时性安排的，缺乏长期性，面对的

只是普通大众，很少有针对幼儿、妇女、从业人员开展针对性

的教育宣传。教育内容不成体系，走马灯。食品安全教育应

是涵盖专业知识、法律知识、道德知识等众多领域，走马灯式

的教育必然使得中国食品安全教育只能浮于表面。

２．５　教育形式单一

当前，互联网和电视是社会公众获得食品安全知识的首

要途径，广播、报纸杂志次之，最后是食品安全知识手册、宣

传画册等［７］，表面上似乎渠道很多，却难掩饰形式单一的问

题。食品安全教育是系统化的工作，因互联网、广播等自身

传媒特性，注定内容难成体系。调查显示，中学生中通过科

学读物了解营养科学知识的比例仅有２０％
［８］，可见在食品安

全专业教育上，体系化、科学化的教育还任重道远。目前的

教育载体中，文字材料居多，图文结合、趣味性、生活接近性

的素材同样缺乏。

３　美国食品安全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３．１　加大食品安全教育立法，明确各方主体责任

食品安全教育不能停留在原则上，要落在实处，要加大

食品安全教育立法，探索建立诸如《食品安全教育法》等专门

的法规，确立食品安全教育的目的、形式、内容和方法，明确

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个人在食品安全教育中的角色。要建

立规范化的食品安全教育机制，明确各方尤其是政府各级机

构在食品安全教育中的职责，制定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

责任机制，杜绝形式化、程序化。

３．２　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教育原则

食品安全教育应立足中国国情，在中国高等教育正经历

着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背景下，食品安全教育面临

着起步晚、基础弱的问题，应区分主体，灵活对待。总体上要

实行全民教育，要面向全体国民，致力于全民食品安全素养

的提升。实施推进中要区别对待，根据学生、家庭主妇、从业

者等受教育群体特点的不同，推出不同的内容与方法。食品

安全教育更不能一蹴而就，应提倡终身教育，引导公民活到

老、学到老的健康生活理念。

３．３　建立基于食品产业链教育对象的食品安全教育体系

食品安全教育不应仅限于消费者，要围绕食品产业链，

探索建立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格局教育体系。对于

生产者，应从规范生产、风险控制、准入标准、道德法律层面

加大教育。对于消费者，要学习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知识的

教育［９］，做好普法教育。对于监管者，应着重加大职责意识、

法律意识、专业知识的教育，要让其掌握食品安全检验技术，

了解食品安全法律常识，深知渎职、不作为的职责风险。

３．４　开展正规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实现普及教育

正规教育解决的是专业人才问题，是从人才培养上为食

品安全教育提供长远支持，其落点在于学校教育。虽然中国

在２００２年已开设了食品安全教育的本科招生，但在中小学

食品安全教育全国并没有统一模式，并没有统一开展这一课

程，要从娃娃抓起，编写涵盖各年龄层的食品安全教育课程，

实行食品安全教育进课堂。职业教育解决的是现实操作问

题，着重解决行业从业中的实际问题，针对食品行业企业和

从业人员，建立标准化门槛，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认证。

３．５　创新教育的渠道和载体

食品安全教育渠道应多元化、社会化，载体则应丰富化、

趣味化。在立足电视、广播、报纸、图书、网络等渠道的基础

上，应拓宽视域，放眼于生活，取材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开拓

诸如社区、街道、商超、公交等生活化的渠道。同时，食品安

全教育的载体应更加丰富、趣味，除了过去的文字形式，要探

索建立图文、视频、电子教材、文艺表演、知识比赛等新路径。

３．６　建设开放、透明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要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常规性资料库，及时写入食品安全

的知识、常识、法律等常规信息。要建立食品安全监控的动

态信息库，在加大对于日常生活领域各类食品安全监控的同

时，及时更新与人们健康相关的诸如食源性疾病信息和相应

标准。同时，要加大国家层面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建设，建立

功能完善、标准统一、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国家食品安全信

息平台［１０］。

４　结论
食品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对于美国

食品安全教育经验，不能照本宣科，要重在学习其神，而非其

表，要根据中国国情，选择性借鉴。结合当前中国食品安全

教育现状，加大立法，建立科学的教育体系，规范教育方法，

拓展教育渠道应是当下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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