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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法律制度体系构成%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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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食品法律制度体系由联邦国会制定的法律和行政

职能部门制定的法规以及总统食品安全顾问委员会领导的

运行机制三部分组成%其所具有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广泛

的公众参与$以及食品安全可追溯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等$

均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有必要在对其借鉴的

基础上采取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食品法律制度体系(在信息公

开的基础上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以及建立可操作性强的食品

安全可追溯制度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等措施$促进中国食品

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食品法律制度&食品安全&1食品安全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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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国家来说%对食品进行法律规制的核心是对食品

安全的监管&而对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进入高发期的中国

来说%对食品法律制度进行完善是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

务&早已完成工业化且在食品管理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经验

的美国食品法律制度%对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其所具

有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广泛的公众参与%以及食品安全可

追溯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等%均值得中国食品法律制度

借鉴&

&

!

美国食品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成
因为食品安全在食品管理中的重要性%世界上所有国家

的食品法律制度都是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主要内容%美国食品

法律制度也不例外&以下主要从美国联邦国会颁布的主要

食品法律+相关食品管理的行政法规%以及美国食品法律制

度运行的具体方式三方面叙述美国食品法律制度体系的

构成&

&?&

!

联邦国会颁布的法律

美国在
&.

世纪末即已基本完成工业化%随之而来的是

食品经营者为了牟利而使用的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这

些都集中反映在同期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创作的,丛

林-之中&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美国社会的震动%从

而在其出版的当年%即
&.%"

年%美国联邦国会即迅速通过了

首部专门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的法律,纯净食品和药品法-&

,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是美国正式对食品安全进行全面监管

的标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国联邦国会陆续颁布了一系

列与食品安全管理有关的法律%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联邦

食品法律体系&具体来讲%这些联邦食品法律体系主要包括

,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联邦肉制品检验法-+,联邦食品+药

品和化妆品法-+,禽肉制品检验法-+,蛋制品检验法-+,公共

卫生服务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其中,联邦食品+药品

和化妆品法-作为美国食品法律管理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在

&.#!

年通过之后即已取代美国首部食品安全的专门法律

,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此法中的相关条文对美国联邦政府应

当承担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陈述&

进入
$&

世纪%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势的变化%为了预防类似

.&&

的恐怖主义事件在食品领域的发生%美国联邦国会在

$%%$

年颁布了,生物反恐法案-&此外%为了应对美国已有食

)$$



品法律只重视事后检验的缺陷%联邦国会在
$%&&

年又通过

了,

,-'

食品安全现代化法-%在其中着重强调了事前预防

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除了最早的,纯净食品和药

品法-已经被,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取代之外%上述八

部法律构成了美国联邦食品法律体系的主要框架)

&

*

&

&?$

!

行政职能部门制定的法规

为了保证美国联邦食品法律体系的顺利运行%相关行政

管理机关在此基础上针对食品管理的具体方面%制订了一系

列的保证相应法律顺利施行的行政法规%其中作用最大的包

括,食品生产监管项目标准-,食品保护计划-,进口安全行动

计划-三部行政法规&

,食品生产监管项目标准-是为了在美国各州建立高效

率的统一的食品企业安全监管标准而出现的行政性指导文

件&要求各州对食品企业设计食品安全的诸多方面按照该

文件的示范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食品保护计划-是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力图通过预先介入的方式%充分发挥现代信

息技术的作为&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和快速反应的方式

确保食品安全&

,进口安全行动计划-则专门针对美国从国外进口的食

品安全管理&进口食品占据了美国食品供应总量的
&*M

%在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计划针对原

有管理方式偏重于质量检验的不足%将监控重点放在了事前

预防方面&

&?#

!

食品法律制度的运行机制

美国的食品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够高效运作%除了其完备

的法律体系之外%还在于其有着一整套严密的运行机制&因

为食品安全对于美国政府的重要性%其专门为其成立了直接

由总统领导的总统食品安全顾问委员会%负责整个美国联邦

政府食品法律制度运行中的部门协调&具体的食品管理行

政职能则分别由卫生部+农业部和环境保护署等负责%其中

卫生部和农业部专门负责的部门即为人们极为熟悉的食品

药品管理局和食品安全检验署+动植物检验署&在总统食品

安全顾问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以上机构共同负责美国食品

法律制度在联邦一级的具体实施&在地方上%除了总统食品

安全顾问委员会%其他食品管理的联邦机构均在美国各州和

地区设置了相应的地方机构&这些地方机构实行垂直领导%

独立于州和地方政府%并协助和指导州和地方政府的相应食

品安全管理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因此%美国食品法律制度

的实施机制形成了以美国食品安全顾问委员会统一协调%各

联邦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地方机关为主%州和地区政府的食品

行政管理机关为辅的庞大体系%有效保证了食品法律在美国

全面有效地实施)

$

*

&

$

!

美国食品法律制度体系的特点
$?&

!

覆盖所有食品种类的法律体系和严密有效的执法机制

在食品商品化高度发达的美国%其食品法律制度能够有

效地保证国民的食品安全%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具有覆盖所有

食品种类的法律体系和严密有效的执法机制这一特点&在

食品法律制度的内容方面%上述的八种食品法律制度涉及到

了食品+药品+化妆品+肉类+禽肉+蛋制品%乃至几乎所有可

能被食用的物质%从而保证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的产品均在

其食品法律制度的监管之下%使其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可能

性受到有效的控制&

在执法机制方面%美国设立的以总统食品安全顾问委员

会为首%其他联邦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地方机构为主%州和地

区政府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为辅的食品法律实施体系%不仅

保证了相关食品法律能够有效地在整个美国实施%而且具有

统一垂直领导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两者的有机结合%使美国

的食品法律制度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使人们的生命健

康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

!

民众的广泛参与

美国食品法律制度作为食品管理的主要依据%其在美国

能够得到有效实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具有民众广泛参与

这一特点&当然%美国专门的食品法律并没有涉及到民众参

与食品管理方面%包括上述美国八大基本食品管理法律以及

三个行政法规均没有此方面的内容&

民众参与食品管理的法律依据是
&.""

年美国联邦国会

通过的,信息自由法-%这一法律规定所有公共机关必须恪守

0最大程度公开1原则%任何人都应当能获得公共机关相应的

信息%成为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来源%其对于属于公共

机关的美国食品行政管理机关同样适用&

根据这一法律%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
&.(&

年决定将

符合条件的食品安全文件公之于众%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

一整套比较完善的食品信息公开制度&在信息公开的基础

上%相关公众可以对美国食品管理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并

通过发表意见和建议%与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形成制度化的沟

通管道等方式%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管理%从而有力地保证

了美国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并对潜在的违反食品安全法律

规定的食品经营者形成极大的震慑&

公众参与美国食品安全管理%包装相关法律实施的主要

内容包括"首先%食品立法时的公众参与&美国政府不仅将

各种和食品有关的法律规划发布在相应的门户网站上%收集

公众的意见%而且对于比较重要的立法%一般都会召开听证

会收集公众意见&其次%行政执法时的公众参与&美国食品

安全的行政管理机关已经形成了将其执法时的相关资料%包

括原始文件等%上传到网站的制度%供公众获取并进行相应

的执法监督&最后%制度化的沟通渠道&美国的食品安全机

关为了使其执法工作得到公众的支持%都会定期不定期地同

公众沟通%尤其是在发生食品危机的时候%更是会耐心地向

公正解释%并根据其要求采取相应的行动)

#

*

&总体上来讲%

给予信息公开制度的公众参与特点%使美国食品法律制度的

实施得到公正的有效监督%从而保证了其有效的实施&

$?#

!

严格的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

在具体的食品管理制度方面%美国还建立了独具特色的

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由于这两种制

度在保证其国民食品安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

美国食品法律方面最值得称道的特点之一&美国食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其
$%%$

年制定的,生物反恐

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的授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建立了非

常细致具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力图实现0从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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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到餐桌1的对食品安全全方位覆盖的可追溯制度体系&这

一制度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农产品种植+食品生产包装和运

输销售三个方面%并为此分别制订了相应的良好农业操作规

范!

W'H

#%良好生产操作规范!

WYH

#%以及危害分析及关键

点控制!

J'LLH

#食品安全认证体系%在所有食品生产者和

经营者中限期强制性推行&这一制度体系尤其是
J'LLH

认证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世界各国进行食品安

全认证的最权威的质量安全体系之一)

)

*

&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指的是对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存

在安全危险的食品%按照相关法律要求从市场和消费者那里

收回%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的制度&美国在其关于食品管

理的主要法律中%都有着同食品召回相关的制度规定&问题

食品召回分成生产经营者自己发现问题主动召回和消费者

举报或行政机关执法时发现问题%由相应行政机关依职权勒

令生产经营者被动收回两种情况&在生产经营者主动召回

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行政管理部门会适当考

虑生产经营者的利益而不予公布&在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被

动召回的情况下%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会以新闻发布会附加网

上公布的方式%将整个召回过程向公众公开&

问题召回制度可以尽可能快地将相应危机安全的问题

食品从市场和消费者中收回%从而尽可能降低其进入消费环

节从而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可能%有力地保证了美国食品法律

制度保障公众安全效果的实现)

*

*

&

#

!

美国食品法律制度的启示
美国食品法律制度通过其所具有的全覆盖的法律体系

和严密的执法机制+公众的广泛参与%以及质量安全可追溯

制度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等特点%保证了其立法目的的基本

实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达到了基本控制的效果&对于

中国当前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现状来说%其对中国的食

品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有着非常直接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

!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食品法律制度体系

客观地讲%随着中国
$%%.

年,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

律法规的出台%已经基本建立了能够覆盖所有食品以及与食

品安全有关的产品的食品法律体系&中国食品法律制度体

系存在的缺陷主要在于其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根据
$%&*

年

,食品安全法-第五+六条及其他相关法律%中国拥有食品安

全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包括食品药品管理+卫生+农业+质量

监督等&然而%对于这些互不统属的众多行政管理部门%法

律并没有规定由谁负责统一协调&更糟糕的是%这些互不统

属的行政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实行的并不是从上

到下的垂直管理%而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履行相关食品安

全管理职能&在实践中%这种法律规定必然导致食品行政监

管上的多头管理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条块分割%是目前食品管

理执法效率低下%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成功的行政管理经验%对
$%&*

年,食

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进行相应的修改%以达到打破目前的

条块分割状态%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行政管理体制的目的&

具体来讲%这种法律上的修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

面%在
$%&*

年,食品安全法-增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

行政监管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由食品安全委员会或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食品行政管理中央一级的

统一协调%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负责本级食品行政管

理工作的协调%消除目前多头管理所引发的弊病&另一方

面%各食品行政管理部门实行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垂直领导模

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领导%提高其行政执

法的质量和效率&

#?$

!

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中国现有法律虽然对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仅在
$%&*

年,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

了政务信息应当公开%并对公开的相应权限和分工作了比较

抽象的规定&因此%中国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上的公众参与

程度非常低下%不能充分发挥公众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作

用%而且会加剧具体食品安全事故中公众和执法部门之间的

不信任%从而使实际损害进一步增加)

"

*

&

对照美国由公众广泛参与的食品法律制度规定%中国有

必要借鉴其中的合理部分%进行以下方面的改革%力求在信

息公开的基础上完善现有的公众参与制度&第一%对于重要

的食品立法%不能仅仅在网络上公布草案%而要同该项法律

的利益相关者如食品消费者+生产者+经营者等进行深入的

沟通和交流%通过座谈会甚至是听证会的形式收集相关意见

和建议%并对相关疑问及时进行解释&第二%食品安全政务

信息公开只是公众参与管理的基础%还应规定具体执法过程

中行政管理机关同公众互相沟通和配合的具体法律程序%在

双方建立互信的基础上促进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第三%规

范公众参与管理的过程%对参与管理的主体+范围+方式+内

容及违反的法律后果等进行具体的法律规定%保证公众参与

的有序性&

#?#

!

建立可操作性强的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和问题食品召

回制度

!!

中国在,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中也对食品安全可追

溯制度及问题食品召回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然而%其在

食品安全管理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非常明显的遏制食品安

全事件发生的作用%归根结底在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抽象%

从而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成熟的

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中国相应的

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

首先%在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方面%摒弃中国现有的仅

仅抽象性地规定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而缺乏相应的制

度保证的做法%借鉴美国的模式%在食品生产经营者中强制

推行类似于美国
W'H

+

WYH

和
J'LLH

的统一的质量可追

溯认证体系%并限期完成)

(

*

&其次%在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方

面%鉴于
$%&*

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食品召回管

理办法-存在立法层次不高%执法主体局限于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系统的问题%由国务院在此基础上制定,食品召回管理

条例-%并对不同执法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予以明确)

!

*

&

最后%在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公众中加强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

以及问题食品制度的宣传和教育%为其顺利推行打下坚实的

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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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市场售价制定合理的招标设备参数和招标成本&

!

)

#食品装备的招投标还要充分考虑到设备使用是否

简便+使用过程易耗品的供应与价格+售后维修是否及时是

否经济&

!

*

#还需要提醒的是%北大清华这些名校不一定有食品

专业%即使有%也不一定是国内最好的食品院校$食品专业是

基于多学科的综合应用工程学科%该学科下也有很多专业分

工%乳品专业强的院校%不一定能做好果蔬保鲜$粮油加工食

品高的院校未必能搞肉类加工&院校有如此分工%专家也是

这样的&国内外顶尖的建筑设计机构%不一定擅长于食品企

业厂房的设计&一句话"名气不能代表实力%只有专业的才

是合适的&

"

!

结束语
通过对维克里理论!即第二价格拍卖法#原理进行分析%

并将其应用到工程招投标中%从而产生了0第二价格评标

法1&该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竞标人不

诚实出价的问题%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但在

实践中%该方法也存在投标人进行共谋串标的可能性%为此%

提出了招标人的最优保留价机制%以解决0第二价格评标法1

的应用缺陷%保证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的健康发展&

食品企业的工程招投标与普通建筑工程招投标不同%需

要在前期的规划过程和市场调研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

未雨绸缪%方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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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食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

高%而相关食品法律制度建设相应滞后%导致中国近年来食

品安全事故频发&而美国是世界上老牌的发达国家%其通过

一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完善的食品法律制度%对中国当前食

品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美国在食品法律制度方

面所具有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广泛的公众参与%以及食品

安全可追溯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等%均值得中国食品法律制

度对其进行必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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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取得的效果&对于目前食品安全日

益成为社会热点的现实来说%充分利用当前刑法规定的危害

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对相应的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是保证广大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因此%对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进行相应的分析%并寻找对其完

善的路径%对于保证食品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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