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刘晓丹!

"&$&

&$#女#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讲师#硕士'

4/5678

"

87<W76DA6:$&

!

"(!?BD5

收稿日期!

)#"(3""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 # $ %

!!"#$%&'()*+,

CD8?!!

#

1D?"

E6: ?)#"$

!"#

"

$%&$'()*

(

+

&,--.&$%%'/)011&*%$0&%$&%$)

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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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实行的是以食品生产销售者犯罪为主"食品

安全监管者犯罪为辅"并兼顾食品运输储存在犯罪的食品安

全刑法规制体系"但仍然存在同食品安全全过程控制的潮流

相悖!忽视食品安全犯罪对公共安全的危害"以及忽视食品

安全犯罪的经济属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通过对严重危害食

品安全行为进行全过程刑法规制"比照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加大刑罚力度"以及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等有效路径"对

现有刑法规制进行相应的完善#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实践困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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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

食品安全问题开始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

点'由于食品安全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严重的

食品安全问题必然对人民的安全状况乃至社会稳定造成重

大威胁#使用刑法规制应对这种严重威胁成为现代社会的必

然选择)

"

*

'然而#由于食品安全在现代社会出现的若干新特

点#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并没有据此进行充分的调整#导致食

品安全刑法规制在具体实践中陷入一系列困境之中#有必要

对其运行现状进行检视#找出这些困境的原因所在#并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对其进行必要的完善'

"

!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状检视
由于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日益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日益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并一改过去只重

视食品生产销售者食品安全犯罪的传统#形成了以食品生产

销售者犯罪为主#食品安全监管者犯罪为辅#并兼顾食品运

输储存犯罪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格局'

"?"

!

以食品生产销售者犯罪为主

在
)#""

年中国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食品安全监

管人员渎职罪#从而将食品安全监管者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

畴之前#但对食品安全进行刑法规制的专门罪名就只有第

"!!

条和第
"!.

条分别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罪名'即使在食品安

全监管人员渎职罪实行之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三个专门

罪名中#食品生产销售者犯罪也占了两个'因此#中国当前

对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采取的是以食品生产销售者犯罪为

主的政策'根据现行,刑法-第
"!!

条和
"!.

条的具体规定#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主体都

是不特定的食品生产销售者#针对的均为其明知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会导致相应的食品安全隐

患而仍然生产销售的间接故意行为#这些行为均直接侵犯了

良好的食品安全秩序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两个罪

名在具体表现上仍然存在一定区别#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食品罪只需要相应食品没有达到安全标准#并达到造成严

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可能的程度即构成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则只需生产和销售的食品中被掺入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即构成犯罪'

"?)

!

以食品安全监管者犯罪为辅

食品安全监管者纳入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是在近年来食

%(



品安全事故频发#食品安全监管的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才

作出的从行政监管方面保证食品安全的重大刑事立法举措'

具体法律依据是
)#""

年,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刑法-第

.#'

条之一#其中具体规定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并由此

形成了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以食品生产销售者犯罪为

主#食品安全监管者犯罪为辅的基本格局'食品安全监管渎

职罪的犯罪主体必须具有承担相应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特

定身份#即作为相应食品安全行政监管部门#主要是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机关#以及卫生+农业+质量监督以及工商行政等

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诸多部门'行政监管作为现代社会

保证食品安全的主要手段#相关工作人员渎职不仅会导致对

人民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而且会严重损害相关政府部门的

权威#将其纳入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是现代社会行政监管在保

证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必然结果'食品安全

监管渎职罪分成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两种情况#在主观上前

者为过失型犯罪#而后者为故意型犯罪#而在客观上两者都

导致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对公众的生命

健康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

!

兼顾食品运输储存者犯罪

在对食品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犯罪行为中#除了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以及食品安全监管渎职

外#还包括对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进行运输和储

存的行为'在,刑法-的具体规定中#并没有直接将食品运输

储存者在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当前对这种对食品安全

同样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法律依据#

主要是以司法解释形式存在的
)#"!

年开始施行的,关于办

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

条第
)

款#其中明确了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

食品的主体作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

罪帮助犯的性质#并按照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

害食品罪的相关标准对其进行相应的刑法规制'因此#当前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除了食品生产销售者以及监管者

之外#事实上也兼顾了食品运输储存者'

除了以上主要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内容外#根据现有

,刑法-的相关规定#同食品安全相关的罪名还包括了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这些罪

名同专门的食品安全犯罪一起#共同形成了现有的食品安全

刑法规制体系'

)

!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实困境
当前以食品生产销售者犯罪为主#食品安全监管者犯罪

为辅#并兼顾食品运输储存在犯罪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

系#虽然对食品安全犯罪形成了一定的遏制#但并没有从根

本上改变严重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严峻现状'食品安

全刑法规制的这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

!

同食品安全全过程控制的潮流相悖

以美国
)##)

年通过的,生物反恐法案-为标志#现代社

会对食品安全的规制开始进入了1从农田到餐桌2#即从食品

原材料生产到最后消费的全过程控制的时代'根据这种食

品安全全过程控制的精神#要保证食品安全#就必须对所有

的同食品安全相关的环节进行全面监控#并在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时能通过可追溯体系迅速找到问题所在并及时进行矫

正)

)

*

'对于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来说#意味着相应的罪名设

置必须涵盖所有同食品安全相关的从食品原材料生产到最

后消费的环节'然而#就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

定#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只包括了食品的生产销售以及

行政监管行为#对其他同样可能严重威胁食品安全的行为#

如食品原材料生产和销售+食品及其原材料的运输和储存等

均缺乏专门的罪名设置'虽然食品运输和储存环节以司法

解释的形式作为食品生产和销售的帮助行为纳入了刑事规

制的范围)

!

*

#但独立罪名设置的缺乏使这种刑法规制的作用

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此#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只涵盖了

食品安全相关过程的有限部分#同食品安全全过程控制的时

代潮流直接相悖#必然严重限制了其打击严重危害食品安全

行为的作用'

)?)

!

忽视食品安全犯罪对公共安全的危害

食品安全之所以在现代社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可能产生的严重威胁#

亦即食品安全事件对大众生命健康这一公共安全造成的普

遍危害'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食品安全犯罪应当属于危害

公共安全类的犯罪'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刑法-对食品

安全犯罪的处罚一再加重#而且规范的范围也一再扩大)

.

*

'

然而#就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而言#仍然

没有充分体现其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对其的惩罚力度远较

同类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为轻#调整的范围也没有扩大到可能

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所有行为'从量刑标准来看#食品安全

犯罪的自由刑标准为最低拘役#最高分别为无期徒刑+死刑

和
"#

年有期徒刑#远较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低
"#

年#最高

死刑的标准为低'从调整范围来看#如毒品以及枪械类危害

公共安全的刑法规制均设置有持有类罪名#如非法持有毒品

以及非法持有枪械罪#但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并没有设置持

有有毒有害或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虽然其对公共安全的

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非法持有毒品或枪械的行为'忽视食

品安全犯罪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必然导致对相应的严重危害

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安全犯罪惩罚过轻甚至没有纳入

刑法规制的后果#从而使相应食品安全隐患得不到有效遏

制#使相应的刑法规制陷入困境'

)?!

!

忽视食品安全犯罪的经济属性

食品安全事件在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出现并日益成为社

会热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食品商品化率的日益提高'多

数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其动机在于非法牟利'虽然食品安

全犯罪的主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存在间接故意#但其直

接目的一般在于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现有食品安全犯罪

的经济属性非常明显'要从根本上杜绝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的发生#就必须针对此类犯罪行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根本

目的#对其实行相应的经济制裁'通过大大增加食品犯罪行

为的经济风险#使其意识到从事相应犯罪行为在经济上得不

偿失#从而对可能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经济控

((

安全与检测
!

)#"$

年第
"

期



制'正是考虑到食品安全犯罪经济属性的存在#现行,刑法-

对食品安全犯罪中的食品生产销售者犯罪均规定了并行的

罚金刑'然而#这种罚金刑却规定了经营额两倍以下的上

限#考虑到多数并没有被发现的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这一

罚金刑的设置明显偏低#不足以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和有毒有害食品的食品经营者形成足够的经济威慑)

%

*

'现

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经济属性的明显忽视#必然导致其

不能有效遏制利益驱动下的潜在犯罪者铤而走险#从而使食

品安全的刑法规制陷入相应困境'

!

!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完善路径
!?"

!

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行为进行全过程刑法规制

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要对各种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

为进行有效遏制#就必须顺应当前对食品安全全过程控制的

时代潮流#适当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范围#将可能严重

危害食品安全的相应行为均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之中#对

严重危害食品安全行为进行全过程刑法规制)

(

*

'具体来讲#

有必要对现行,刑法-进行以下方面的修改'首先#考虑到食

品原材料对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将食品原材料的生

产销售纳入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畴#增设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原材料罪'其次#考虑到运输和储

存不符合安全标准以及有毒有害食品及其原材料对食品安

全的危害性#建议将运输和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

食品罪#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独

立出来)

$

*

#再加上运输和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

品原材料的行为#增设运输和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

害食品及原材料罪'最后#考虑到有毒有害和不符合安全标

准食品对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严重威胁#建议增设持有型食

品安全罪名#即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携带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

毒有害食品及原材料罪'

!?)

!

比照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加大刑罚力度

针对当前,刑法-忽视食品安全犯罪对公共安全的严重

危害#从而对其惩罚力度不够#甚至将某些严重危害食品安

全的行为没有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问题'建议比照危害公

共安全类范围的刑法规制方式#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

力度)

'

*

'首先#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

罪以及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基本刑均比照危害公共安全

罪确定为最低
"#

年最高死刑'其次#考虑到食品安全犯罪

的情节轻重#可以对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实行减轻处罚#但

减轻处罚后的刑期最低不能低于
!

年#最高可以设定为
$

年'最后#考虑到食品安全犯罪主体或者为间接故意或者具

有特殊身份的情况#其主观恶性明显较普通过失型犯罪为

大#建议不允许对此类犯罪实行缓刑'

!?!

!

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

考虑到食品安全犯罪所具有的经济属性#必须充分发挥

罚金刑的作用#增大相应犯罪行为的经济成本和风险#才能

使刑法规制能从经济根源上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起到相应

的遏制作用)

&

*

'具体来讲#有必要对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

犯罪并处销售额的
%#I

以上
)

倍以下的罚金刑模式进行相

应的调整'首先#针对罚金刑的基准为相应食品销售额的问

题'因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

对社会产生的实际经济损失同其销售额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建议改为按其造成的实际损害为罚金刑的基准'实际损害

的具体评估可以委托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处理'其次#考

虑到食品安全犯罪对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全面威胁#有必要

加重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建议按照其造成实际损害的
"

倍

以上
"#

倍以下#而不是现行的
%#I

以上两倍以下进行处罚'

最后#考虑到食品安全犯罪在很多时候均属于单位型犯罪#

有必要将食品安全犯罪的并处罚金刑的规定调整为并处和

单处并行的规定'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单位主体来讲#对其

可以单处罚金刑'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个人主体来讲#则对

其并处罚金刑'

.

!

结语
由于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对严重

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实行刑法规制是现代社会必然的选择'

然而#由于中国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制并没有充分考

虑到食品安全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全新特征#因此在具体实

践中必然陷入相应的现实困境'要使食品安全刑法规制能

够真正起到遏制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安全犯

罪行为#就必须通过有效的路径对现有刑法规制进行相应的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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