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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下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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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食品安全的频发是风险社会在食品领域的典

型表现$由于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风险的持续化和扩大化(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特别要求#以及预防性为主的传统刑法规

制不足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存在#必须通过扩大食

品安全刑法的调整范围(注重恢复性刑法规范#以及坚持谦

抑性原则等方式#促成风险社会下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

顺利转型#更好地达成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律目的$

关键词!风险社会&食品安全&刑法规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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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人们

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在这种物质

极丰富的现代社会发展的背后!却同时面临着一系列因为这

种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按照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者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所述!现代社会

中理性的高度发达!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运作效率的同时!

也直接导致这种理性所代表的制度世界对人们日常所在的

生活世界肆无忌惮的侵害!从而导致各种灾难的发生!使现

代社会充斥在各种危险之中"在哈贝马斯的眼中!这些危险

包括各种生态灾难#核威胁#战争威胁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信

任危机等.

#

/

"毫无疑问!在工业化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中

国!已经无可置疑地处于这种无处不在的风险社会之中"当

前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则是风险

社会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典型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对

社会危害较大行为进行调整的刑法!面对风险社会的全面来

临!如何实现对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转型!使之能更好地维

护公众的健康安全!对于食品安全刑法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

的实践和现实意义"

#

!

风险社会的特征及其对食品安全刑法的
挑战

!!

在风险社会中之所以需要对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进

行转型!是因为风险社会具有传统社会所没有的诸多特征!

其对食品安全原有的刑法规制构成了相应的挑战"

#)#

!

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特征

#)#)#

!

风险社会理论
!

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和工业化进程

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极大提高后出现的新现象"二战之

后!由于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同时!

各种生态灾难和战争灾难的频发!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更

是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比惨重的创伤!各国的思想家和社会学

家开始反思现代社会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人类发展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
"$

世纪
,$

年代第一次提出来$风险社会%的理论.

"

/

"这一理论认为!现

代科技在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物质便

利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风险之源!并且

随着科技的传播而不断扩散!从而使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各

样的人为风险"这些人为风险从核辐射#交通事故到转基因

"!"



食品#环境污染!乃至犯罪率的迅速上升等!彻底改变了现代

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其最主要的特征

之一"

#)#)"

!

风险社会的特征
!

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之为风险社

会!最关键的是这些风险具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独有特征!

这些特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

#

)风险的技术性"与传统社会多数风险为各种自然

灾害以及人们日常活动所造成的风险不同!现代社会的风险

往往与技术的扩散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交通事故还是

犯罪率的上升!都与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密切相联"

(

"

)风险的普遍性"与传统社会风险集中在某个特定

的地点不同!现代社会的存在随着技术的扩散而无处不在!

无论是生态灾难还是战争风险都具有超越国境线遍布全世

界的性质"

(

!

)风险的严重危害性"现代社会的风险一旦大规模

爆发!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道灾难!严重威

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0

)风险的持续性"因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本身同现代

社会赖以存在的现代科技紧密结合!任何根除这些风险的方

案都必然对这些现代科技的存在和发展造成难以恢复的损

害!因此这些风险无法根除!而是会持续存在!只能通过各种

手段包括刑法的手段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

!

/

"风险社会的

严重危害性和无法根除性决定了对风险的控制是现代社会

的主要任务之一!包括刑法在内的任何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控

制的手段都必然得到现代社会的高度重视"

#)"

!

风险社会对食品安全刑法的挑战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由于风险的无处不在!确保正常的

社会秩序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安全是法律必须实现的主要任

务"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保障人们合法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

功能的刑法对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无疑具有非常关键的作

用"然而!传统刑法在价值顺序上一直将保障人们的合法权

利的实现!即保障人们自由的充分实现置于维护社会秩序之

前!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们一系列基本权利的正常行使!

比如言论自由#个人隐私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政治权

利等"

然而!在风险社会下!由于人们对风险的恐惧日益加重!

其对各种权利自由实现的渴望和需求虽然没有任何的减少!

但对其自身安全的需求却与日剧增"尤其是在各种大规模

食品安全事故的影响下!人们迫切需要通过刑法对各种严重

危害食品安全行为进行有效的威慑和控制!从而确保其自身

的生命健康安全不会受到相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甚至不惜以自身的部分权利的损失为代价.

0

/

"在这样的情

况下!现代刑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制如果仍然坚持保障权利和

自由价值至上的思维!对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行为不进行

积极介入!则极有可能由于这些行为中存在的风险!导致人

们的食品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社会下的法律包括刑法均开

始直接介入到食品的正常生产过程之中"最典型的是美国

"$$"

年颁布的+生活反恐法案,!直接将法律对食品生产监

控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一个具体的食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环

节.

-

/

"在这样的情况下!风险社会人们对安全需求日益增加

的特征对权利自由保障至上的传统刑法规制提出了严重的

挑战!对其实行相应的转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得不考虑的

重要问题"

"

!

风险社会下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转型
的必要性

!!

现代社会人们对安全的日益焦虑!使传统刑法权利保障

至上的刑法规制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对这些风险进行

有效控制!从而保证人们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生命健康安

全!必须对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进行相应的转型"具体来

讲!这种转型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

食品安全风险的持续化和扩大化

食品安全成为中国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从刚刚

完成初步工业化的
"$

世纪
/$

年代末开始的!随着工业化的

进一步深入发展!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和对社会造成的

影响也在最近的十几年内不断增强!食品安全风险逐渐成为

现代社会影响人们生命健康安全的主要风险之一"现代风

险社会语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人们将

之单纯归入到食品卫生领域的小规模和偶然性的范畴"而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始终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

持续化和扩大化等前所未有的特点"这一特点的产生!实际

上是中国工业化初步完成后已经全面进入风险社会在食品

安全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具有现代社会风险的全部

特征.

%

/

"

首先!现代食品安全事故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发展

的必然结果!属于现代科技发展的副产品"如近年来频发的

食品安全事故!除了食品卫生问题外!主要是食品添加剂超

量超范围使用!以及非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很多导致食

品事故的添加剂都是人们之前不熟悉的现代科技的产物!如

爆发于
"$$-

年的苏丹红事件!就是生产辣椒红色素的广州

某食品公司!为了使色素稳定!利用专业知识将染料工业用

的苏丹红一号加入合法食品添加剂***辣椒红色素中"其

次是其普遍性!如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国的疯牛

病!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威胁问题"再次是其严

重危害性"如
"$$,

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不仅直接导致

多名直接受害者中毒甚至死亡!还直接导致了中国乳品产业

倒退
!$

年"最后是其无法根除性"由于造假的暴利空间

大!尽管国家采取了严厉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措施和

其他相关措施!但近年来此类犯罪行为仍然层出不穷"正是

因为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具有科技含量高#隐蔽性

强#危害程度大#影响范围广等诸多特征!依靠当前调整范围

相对狭窄的刑法规制模式!已经不足以达成对其进行有效控

制的目的!必须对其进行符合现代社会食品安全风险持续化

和扩大化的特征"

")"

!

风险社会对食品安全的特殊要求

对现代社会而言!风险已经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必须

随时面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已经普遍按照法治

!!"

学术争鸣
!

"$#%

年第
##

期



的规制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情况下!人们对包括刑法在内的法

律对安全的保障要求也日益提高"然而!由于现代社会中存

在的各种风险对人们日常安全所形成的持续且严重的威胁!

尤其是直接关系到人们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安全的威胁!现

代社会以权利保障为主的刑法规制模式!已经难以有效遏制

各种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社会的刑法必须针对风险社会下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特殊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型!对当前以保

证权利自由为主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

改革"这种新的刑法规制模式虽然并不必然以牺牲人们的

权利自由为代价!但却必须大幅度提升保障食品安全的相关

内容!将其重要性提升到与保障权利自由基本相当的程度"

风险社会下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这种特殊需求在美国的
/##

事件后显得更为迫切!正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美国随之

通过了对食品从田地到餐桌全过程控制的+生物反恐法案,!

这一法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产经营者自主经营的

自由!但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广泛欢迎!并且成为一种世界

性的立法潮流"包括中国在内!近几年通过的与食品安全相

关的法律!尤其是
"$#-

年
#$

月生效的新+食品安全法,!也

在很大程度上效仿+生物反恐法案,过程控制的精神!利用法

律直接干预食品生产经营者自主经营的自由!通过过程控制

的方式保证人们的食品安全"因此!在人们对于食品安全具

有特殊要求的风险社会下!传统的以保障权利自由为主要目

的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

要!必须对其进行符合人们安全需求的转型"

")!

!

传统刑法消极预防保证安全方面的缺陷

对于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传统上以事后惩罚为主!因

此所采取的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方法属于典型的事后消极

预防"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食品安全风险往往具有高技术

性#隐蔽性!以及普遍性和高度危害性等特征!同传统食品安

全犯罪立即引发明显的危害后果!而且危害程度有限不同!

相应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往往具有滞后

性#隐蔽性和高度危害性"

按照传统刑法消极预防的做法!只有在相应犯罪行为导

致的严重后果产生后才能对其进行相应的制裁!进而对可能

的类似犯罪行为起到相应的威慑和控制作用"然而!风险社

会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在其相应的犯罪行为完成后!却往往因

为其滞后性和隐蔽性的原因!很难寻找到其相应犯罪行为的

确切证据!而且即使找到了相应证据!其对社会可能产生的

可怕破坏后果也不是相应的刑事惩罚能够予以矫正和补

偿的"

传统刑法消极预防的食品安全规制方式!必然导致大量

严重危害民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逍遥法

外!即时对这些犯罪分子依法进行了制裁!但其对社会可能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

/

"因此!对于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

刑法规制来说!传统的消极预防方式明显不能满足保证民众

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以

积极预防为主的刑法规制方式的现代转型"

!

!

风险社会下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转型
的具体路径

!)#

!

扩大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

针对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犯罪的持续化和扩大化!传统

刑法消极性预防的模式难以应对这一变化等问题的存在!必

须据此扩大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以适应现代社会食品

安全犯罪的这一新的特征.

,

/

"具体来讲!这种范围的扩大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必须将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规制扩大到食品生

产和经营的所有环节"当前的刑法对食品安全的犯罪!仅仅

包括$生产和销售%两种犯罪行为!这与当前食品安全法律将

其调整的范围延伸到从农田到餐桌的所有涉及到食品生产

和经营环节!通过过程控制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保证的立法潮

流相悖"因此!必须根据以+食品安全法,为主的食品安全相

关法律对食品安全进行过程控制的精神!将食品安全犯罪的

行为从$生产#销售%改为$生产#经营%"

(

"

)应当将不作为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刑法规制"食品

生产经营者虽然没有从事故意生产具有食品安全问题的食

品!但其在发现相应的食品安全隐患时!应当履行终止相应

危险行为!并履行尽可能缩小可能产生相应损害的法定义

务"对于明知安全隐患而没有履行这一义务而立即停止生

产并召回相应问题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应为其单独规定相应

的不作为犯罪罪名"

(

!

)应当将持有型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刑法规制"由于

问题食品所具有的严重危害!为了防止因为证据不足而导致

某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应当模仿毒品和枪支犯罪的罪名设

置!将持有型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刑法规制"

通过以上扩大刑法调整范围的转型进路!即能在很大程

度上实现对各种可能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进行广

泛而严格的!以过程控制为主的积极刑法规制!在一定程度

上适应现代社会食品安全风险持续化和扩大化的特征"

!)"

!

注重恢复性刑法对受害者的保护

由于风险社会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持续化和扩大化!刑事

被害人往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非常

严重"这种损害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弥补!使被害人的状况能

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不仅对被害人极端不公平!而且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刑法对食品安

全犯罪的规制不仅应当对犯罪分子实行严厉的惩罚!还应充

分注重恢复性刑法对受害者的保护!在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

规制中处处体现恢复性刑法的精神"在具体实践中!有必要

确定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在+破产法,中优先清偿的地位"

大规模的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到相关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的单位犯罪行为!在相应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当事人受到

刑事惩罚的同时!相关企业也可能直接进入了破产清算程

序"根据当前+破产法,的清偿顺序!民事赔偿只能作为普通

债权处于最后的清偿顺序"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在破产清算

前需要支付的职工工资福利以及国家税收和罚款!乃至巨额

的破产手续费用等!普通债权能够清偿比例往往很小甚至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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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从而导致刑事被害人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严重影

响刑法保证社会公正和稳定价值的实现"如
"$$,

年三聚氰

胺毒奶粉事件中!不少被害人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甚

至还出现被害人维权被判刑的极端情况!严重违背了刑法保

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初衷"因此!考虑到刑事被害人产生的侵

权之债的特殊性!有必要将刑事被害人的清偿顺序提升到仅

次于破产费用的优先位置!以尽可能保证其得到尽可能的赔

偿"另外!在具体的刑法规制操作过程中!应当将食品安全

犯罪的死刑的宣判和执行同犯罪分子对被害人的补偿直接

挂钩"对于能够对被害人进行充分补偿并得到被害人谅解

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具体罪名中直接将其规定为酌情减轻或

从轻情节!免除或暂缓其死刑的执行"

!)!

!

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

防止刑法规制的滥用

风险社会语境下!必须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克服传统

以消极预防为主的刑法规制模式存在的难以有效保证食品

安全的缺陷"然而!这种直接深入到食品生产经营具体环节

的积极刑事规制模式并不意味着食品刑法规制范围的无限

制扩张"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角度!由于刑法规制的残酷性

和造成损害的不可弥补行等多方面问题的存在!刑法规制的

无限制扩张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刑法规制只有在

其他调整方式难以达成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目的实现的情况

下才能出现"因此!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也必须遵循

这一原则!按照中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只有

相应的违法行为在行政处罚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调整!已经

触犯刑法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其实行

相应的刑法规制"

具体来讲!虽然在转型后的积极预防为主的食品安全刑

法规制中!刑法规制应当扩张到涉及食品安全的所有生产经

营环节!但仍然必须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只对这些环节中

违法程度非常严重!不启用刑法规制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控

制的犯罪行为!才将其纳入相应的罪名之中"

0

!

结论
风险社会是现代科技推动下的工业化深入的必然结果!

而食品安全问题则是风险社会在食品领域的典型表现"由

于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所具有的高科技性#普遍性#

高危害性和持续性的特征!必然造成当前以消极预防为主的

刑法规制不能有效应对现代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从而

必须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促成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转型"

然而!由于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转型涉及到整个

刑法体系从立法目的和价值!以及具体操作规范等诸多方面

的具体转变!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抽象的改革原则的角度

对其转型进行简单的描述!必然在具体刑法规范的修订以及

与刑法规制相关的其他法律的修改方面存在根本性的欠缺!

因此尚存在很大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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