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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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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提高食品违法成本的重要制度"在

规制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立

法层面还存在着未将免费赠送食品纳入适用范围$赔偿主观

要件未包含过失行为$赔偿金计算不合理等问题#要充分发

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治理中的作用"必须

对中国食品安全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将免费赠送食品纳入惩

罚性赔偿范围"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中增加销售者+重大过

失,"完善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食品安全法&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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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规制食品安全问题中
的功能与作用

!!

惩罚性赔偿又称之为报复性赔偿$是相对于补偿性赔偿

而言的一种新型损害赔偿制度$其指的是赔偿数额超过实际

损害数额的赔偿形式$通过额外增加赔偿来进一步约束侵权

人的行为%食品安全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

问题$作为一种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规制食品安全问题中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价值%

"5"

!

提升食品安全违法成本

在传统的民事侵权责任体系中$一般针对受害者采用补

偿性赔偿的方式维护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以受害者的实际

损失数额为标准$对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补偿性赔偿属于

事后赔偿$是一种注重事后救济的救济方式%在很长的一段

时期内$中国的食品侵权救济采取的是补偿性赔偿方式$一

些问题食品由于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因此难以对消费者进行

赔偿%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较低$不利于遏制食品违法行为%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不同$其扩大了赔偿的范围$

侵权人不仅仅要对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还必须对

侵权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损害(社会影响损害进行惩罚性赔

偿)

"

*

%因此$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将大幅

增加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这有助于增强食品安

全法的威慑力度$减少食品违法行为%

"54

!

激励食品消费者维权

消费者是食品安全保障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主体$通过加

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监督$也可以有效地预防食品安全问

题的发生%在食品侵权事件中$受害者的损失通常由两个部

分组成"一部分为直接损失$指的是消费者因为食品侵权事

件而遭受的实际损失$比如误工费用(医疗费用(伤残费用等

等+另外一部分为间接损失$指的是消费者因为食品侵权事

件而遭受的间接损失$比如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精神损害

等等%

在中国食品安全法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前$食品

侵权人只能对受害人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对于受害者的间

接损失则无法予以赔偿$不利于消费者参与维权%特别是在

食品侵权诉讼中$消费者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成本和金

8'



钱成本$才能实现维权的成功)

4

*

%因此$在传统的补偿性赔

偿机制之下$并不利于激励消费者参与维权%在中国食品安

全法中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后$通过增加额外的赔偿$就

可以有效地弥补消费者的间接损失$弥补消费者在食品维权

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损失$提升消费者维权的预期

收益%这样有助于发挥食品安全法对消费者参与食品维权

的激励作用$激励消费者积极与食品违法行为作斗争$打击

食品违法行为%

"5!

!

维护公平的食品市场竞争环境

维护公平的食品市场竞争环境是中国食品安全法的重

要宗旨$在惩罚性赔偿制度未正式引入中国食品安全法之

前$为了弥补补偿性赔偿制度在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过程中的

不足$中国通常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以增加食品违法的成

本%但行政处罚的作用十分有限$一些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在被行政处罚之后$仍然可以继续从事食品经营$导致中国

食品生产和运营的成本较低%正因为如此$一些原本不具备

食品生产(经营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低成本的方式

参与食品生产和经营$对食品合法经营者造成一定的排挤效

应$扰乱了食品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培育和壮大优

秀的食品企业)

!

*

%而通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助于保障

食品合法经营者的权利$大幅增加食品非法经营者的经营成

本和风险$对维护中国公平的食品市场竞争环境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4

!

中国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面
临的问题

!!

在
48"#

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0中$对食品惩罚性赔

偿的计算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食品惩罚性赔偿

制度的一大进步%但从中国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效

果来看$目前适用的案例仍然较少$显然不利于充分发挥惩

罚性赔偿制度在规制食品安全问题过程中的作用%之所以

出现此种状况$主要是由于中国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立法

层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面临着一系

列问题%

45"

!

未将免费赠送食品纳入惩罚性赔偿范围

免费赠送食品是食品经营过程中的重要营销手段$但针

对免费赠送食品$目前在中国食品安全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其是否可以纳入惩罚性赔偿的范围$这也给食品惩罚性赔偿

制度的适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免费赠送食品引发的侵

权事件中$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其没有为免费赠送食品支

付相应的代价$但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免费赠送

食品的吸引$且认为免费赠送食品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前

提之下$才最终与食品经营者形成食品交易关系$免费赠送

食品在促进食品交易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

一些食品经营者为了降低食品促销成本$将一些已经过期或

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用来免费赠送给消费者$严重

威胁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免费赠送食品也应当纳

入食品惩罚者赔偿制度的调整范围%但由于目前/食品安全

法0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发生免费食品侵权纠

纷时$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以消费者没有支付相应的代

价为由$提出免费赠送食品惩罚性赔偿缺乏计算依据$进而

导致免费赠送食品的惩罚性赔偿难以实施$这不利于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454

!

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未包含过失行为

主观要件是侵权行为形成的必备要件之一$也是食品惩

罚性赔偿适用的基本条件%从/食品安全法0第
"9%

条对惩

罚性赔偿适用的规定来看$对食品生产和经营者规定了不同

的惩罚性赔偿主观适用要件$食品生产者只要生产了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论其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可以适用

惩罚性赔偿对其进行处罚%而对于食品经营者而言$/食品

安全法0第
"9%

条规定食品经营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标准而

进行食品销售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进行处罚$此规定实

际上明确了食品经营者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是

故意)

9

*

%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食品安全法中并没有将食品经营

者的过失行为纳入惩罚性赔偿范围$消费者面临食品经营者

过失而产生的食品侵权行为$不能直接向食品经营者提出惩

罚性赔偿$只能向食品生产者提出惩罚性赔偿要求%这实际

上降低了对食品经营者的从业要求$削弱了食品经营者对食

品安全质量的注意义务%

食品经营者是食品流通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不对其重大

过失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很容易让其逃避法律的制裁$不

利于维护食品安全)

#

*

%因此$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

度应充分考虑食品经营者的重大过失行为要件%

45!

!

赔偿金计算不合理

赔偿金计算方法是关系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否顺利

实施的重要问题$中国/食品安全法0第
"9%

条中规定了食品

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法$即以消费者损失的
!

倍或者食品价

款的
"8

倍为计算标准$最低限额为
"888

元人民币$赔偿金

额不足
"888

元的$按照
"888

元计算%目前/食品安全法0

中关于惩罚性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赋予了消费者选择惩罚

性赔偿数额计算基准点的权利$消费者既可以选择自身损失

的
!

倍为计算基准点$也可以选择所购买食品价款的
"8

倍

作为计算基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获得惩罚性

赔偿的权利%但从该规定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其仍然面临

着一些问题%

45!5"

!

赔偿金计算标准仍存在模糊性
!

在/食品安全法0第

"9%

条中$规定消费者可以依据自身损失为标准$向食品经

营者或生产者请求
!

倍赔偿权%法律层面的损失包括直接

损失和间接损失$对于消费者请求
!

倍赔偿权的计算标准究

竟是直接损失还是包括了间接损失$目前存在模糊性)

'

*

%特

别是一些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将

造成一定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并非短时间可以发现的$消费

者必须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基础之上提出惩罚性赔偿

数额请求$才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目前/食品安全法0并

没有对-损失.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不利于消费者充分

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

安全与检测
!

48"%

年第
"8

期



45!54

!

精神损害未纳入赔偿金计算范围
!

在
48"8

年实施的

/侵权责任法0中$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

$

*

%食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因为食品质量缺陷导致消费者

生命安全或身体健康面临威胁的$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依

据/侵权责任法0的规定$消费者可以就食品侵权行为向食品

生产者或经营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在目前中国司法实践中还缺乏完善的标

准体系$/食品安全法0第
"9%

条中也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的计算标准问题$这导致在食品侵权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

赔偿难以纳入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范围$削弱了惩罚性赔

偿制度对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震慑力度%

!

!

中国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
完善

!!

要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

应用$充分发挥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提升食品安全违法成

本(激励食品消费者维权(维护公平的食品市场竞争环境等

方面的作用$必须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法体系中的惩罚性赔偿

制度$增强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以更好地推进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

!5"

!

将免费赠送食品纳入惩罚性赔偿范围

-买一赠一.是食品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促销策略$但食品

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具有保质期要求$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将不能食用%如果不对免费赠送食品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

有可能导致过期食品的泛滥%从本质属性上来看$免费赠送

食品仍然属于食品的范畴$如果将免费赠送食品排除在惩罚

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无疑不利于/食品安全法0的统

一实施$容易给非法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法律漏洞%因

此$必须将免费赠送食品纳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具体来看$将免费赠送食品纳入惩罚性赔偿范围需要重

点解决惩罚性赔偿的计算依据问题%由于目前/食品安全

法0中规定了食品价款
"8

倍的计算依据$针对没有造成消费

者损失的食品$消费者只能依据食品价款的
"8

倍来请求惩

罚性赔偿%但就免费赠送食品而言$消费者并没有支付相应

的价款$可以在/食品安全法0中明确规定依据免费赠送食品

的市场价格为计算依据$免费赠送食品的市场价格便于查

询$如此可以提升免费赠送食品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的便利

程度%

!54

!

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中增加'重大过失(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法0中针对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在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观要件方面有所差异$食品经

营者的重大过失行为$并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其进行

处罚%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食品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经验来

看$大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都通过强化食品生产者和经营

者的注意义务$来保障食品安全$无论是食品生产者还是经

营者$因为过失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都将承担惩罚性赔

偿的责任%比如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0规定$食品经

营者对食品质量安全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消费

者权益受到损害的$适用惩罚性赔偿)

%

*

%英国的/食品安全

法0也规定$食品消费者因为食品经营者重大过失而导致损

失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台湾地区/食品卫生

管理法0中针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故意(重大过失行

为$规定了不同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标准%由此可以看

出$将重大过失行为纳入惩罚性赔偿适用的主观要件$是目

前食品惩罚性赔偿立法的重要方向%因此$建议对中国/食

品安全法0第
"9%

条进行修改$将食品经营者的重大过失行

为纳入惩罚性赔偿适用的主观要件之中$以增强食品经营

者在食品流通过程中的质量安全保障义务$提升食品经营

者对食品质量的重视程度%

!5!

!

完善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是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核心

问题$在食品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有趋利

避害的心理特征$只有通过设置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金额$才

能有效地规制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行为$进而构建良好的

食品市场秩序%针对当前中国/食品安全法0中惩罚性赔偿

金计算标准所面临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5!5"

!

进一步明确-损失.的范围
!

虽然/食品安全法0中规

定了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但由于其对于消费者-损失.的

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目前-损失
!

倍或者价款
"8

倍.

的惩罚性赔偿方式仍然难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问题%因此$

/食品安全法0应进一步明确消费者损失的范围$在限定消费

者损失范围时$必须综合考虑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

失$将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进一步明确

损失的界限$提升-损失.计算的标准)

&

*

%

针对造成消费者身体受到重大损害或生命面临重大威

胁的食品侵权事件$必须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食品惩罚性赔

偿金的计算之中$这就要求在/食品安全法0中增加-精神损

害赔偿.的相关计算标准$明确食品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基

准数额$如此才能进一步推动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食品安

全管理中的应用%

!5!54

!

制定差异化的赔偿金额计算标准
!

目前/食品安全

法0中关于惩罚性赔偿适用-损失
!

倍或者价款
"8

倍.的规

定$在本质上属于固定倍数的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方法$这

种计算方法难以体现食品侵权个案特征$特别是针对重大的

食品侵权事件$消费者利用这种惩罚性赔偿计算方法所能获

得的赔偿数额并不能弥补其所遭受到的损失$难以体现食品

侵权个案的实质公平%在英国和美国$针对食品侵权的惩罚

性赔偿金额问题$都设置了差异化的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方

法$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金额由陪审团依据食品侵权行为的危

害程度(食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消费者的损

失状况(食品侵权判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进而确定最终

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中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在这方面的立

法经验$针对不同的食品侵权事件(不同食品种类设置
!

#

"88

倍区间的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标准$特别是针对社会影

响范围大(受害群体人数多的食品侵权事件$可以考虑实施

"88

倍顶格处罚$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

惩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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