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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基于中外对比的视

角"总结中国食品召回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美

国$加拿大$日本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有益经验"为中国食品

召回制度的完善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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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的关注点也从数

量逐渐转移到了质量%近年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毒生姜.

-镉大米.-僵尸肉.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食

品安全的普遍担忧%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反映出中国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存在不足$为此$

48"#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0中$细化了食品召回制度的相关条文$标

志着食品召回制度成为了中国食品安全事故事后救济的重要

手段%但通过与发达国家的食品召回制度对比可以发现$中

国食品召回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急需进一步完善%

"

!

中国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现状考察
对于食品召回制度$中国以往并没有对其予以高度关

注$

4884

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实施的违规食品限期追回制

度$标志着食品召回制度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

*

%

488$

年$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食品召回管理规定0$意味着食品召回

制度的建立己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然而$食品召回制度真

正得到法律的确认是
488&

年中国/食品安全法0的实施%

48"#

年$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食品召回管理办

法0$以及
48"#

年
"8

月生效的新/食品安全法0第
'!

条中$

都对食品召回制度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由此$中国食品

召回的法律制度开始逐步形成体系%

"5"

!

食品召回的主体

食品召回的主体是指进行食品召回时参与其中的组织

以及成员%从中国/食品召回管理办法0和/食品安全法0的

规定来看$食品召回的主体主要包括食品生产者(食品经营

者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国食品召回法律制度体

系中$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食品召回的第一责任主体%食

品生产者是食品的主要来源$其有责任保证食品在生产环节

的质量安全%当食品质量出现问题时$食品生产者有责任召

回不安全食品%对食品经营者而言$作为食品流通中的一个

环节$也应对自己售卖的食品安全质量负责)

4

*

%因此$食品

经营主体也应在食品召回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此$中国/食

品召回管理办法0第
!

条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依法

履行不安全食品的停止生产经营(召回和处置义务.%由此

可以看出$食品召回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

务$在食品召回责任体系中占据第一责任人的地位%如果食

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主体$那么就不存在食品召回主次

责任的问题+倘若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是同一主体$相较

于食品生产者$食品经营者只是对问题食品的流通起到了一

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被界定为辅助性主体更为恰当$在问

题食品的召回过程中承担次要的主体责任%

除了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也是食品召回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体%中国/食品召回管理

办法0第
9

条规定$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指导不安

全食品召回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在地方具体的食品召回管

!'



理机构主要是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

组成部门$处理食品召回问题(保障辖区内的食品安全是地

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重要的工作职责$在食品召回中主

要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也是食品召回的主体之一%但与食品生产者和经营

者不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并不是食品召回义务的履行

主体$其只是督促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时召回问题食品$

在食品召回责任体系中占第二责任人的地位%

"54

!

食品召回的客体

食品召回客体指的是召回的食品对象$即哪些食品属于

召回的范围%根据中国/食品安全法0第
'!

条$中国食品召

回制度的客体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食品质量真实存在安

全问题的食品$这类食品如不召回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造成危害$在召回后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另外一类是质量

符合相关标准且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没有按照国家

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恰当标识的食品$这类食品是可以继续

销售的$不过需要通过明示的方式将有关的补救措施告知消

费者$并通过召回对食品予以明确的标识%

"5!

!

食品召回的级别与方式

根据/食品召回管理办法0的第
"!

条$按照问题食品的

风险紧迫程度$中国食品召回分为一级食品召回(二级食品

召回和三级食品召回
!

种%具体而言$第一类食品召回是最

为严重的食品召回$问题食品所造成的风险有可能导致消费

者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在知晓食品安全风险后$食品生产

者应当对问题食品在
49/

内进行召回%同时$食品生产者

还有责任向县级以上的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自

身所采取的有关计划%二级食品召回的风险紧迫程度仅略

轻于一级食品召回$消费者使用了问题食品后会受到一般性

的健康损害$食品生产者应当对问题食品在
9%/

内进行召

回%食品生产者也有责任向县级以上的地方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自身所采取的有关计划%此外$对于未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虚假标注的食品主要是进行三级食品召回$此种

召回应在
$4/

内启动%食品生产者同样有责任向县级以上

的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自身所采取的有关计

划)

!

*

%如果不存在虚假标注仅是标注存在瑕疵$并且食品食

用后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食品生产者应当对标注进

行完善$但不需要强制性召回问题食品%

4

!

国外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主要经验
45"

!

美国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主要经验

45"5"

!

完善食品召回的法律法规体系
!

美国关于食品召回

的法律法规己经比较完善$无论是联邦(州还是地方都是如

此%作为一部综合性较强的法规$/美国联邦法典0汇聚了很

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食品召回相关规定就包含在其中$食品

与医药在第
4"

卷$而动物与动物产品在第
&

卷)

9

*

%就法案

而言$美国现阶段主要有 /食 品(药 品 以 及 化 妆 品 法0

!

[VDU

#(/联邦肉类检验法0!

[@PU

#(/禽类产品检验法0

!

FFPU

#(/消费者产品安全法0!

DFEU

#(/食品安全强化法

案0!

[E(U

#(/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0!

[E@U

#以及/产品召

回工业指南0%

45"54

!

明确的食品召回主体
!

美国法定的食品召回主体主

要包括两种"食品生产主体和政府管理部门%美国负责食品

召回的主要政府管理部门又可分为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

!

[EPE

#及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VU

#%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

在监督对象上$

[EPE

的主要职能在对召回肉(禽及蛋类食品

等事项进行监督$

[VU

的职责为召回其他种类的食品%在

美国$

[EPE

和
[VU

是否对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食品生产者

进行曝光$取决于食品生产者所采取的行动$并不是一定和

绝对的%如果食品生产者发现了问题食品且问题食品还没

有对人体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此时食品生产者就主动制定

了召回计划并报告给了
[EPE

和
[VU

$那么上述机关就会简

化食品召回程序$省略公布召回新闻和评估危害等环节%在

某种意义上$如此的设计和安排有助于激发食品生产者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鼓励食品生产者主动自行进行食品召回$减

少问题食品对人们生命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实践中$多

数企业也愿意自主召回相关的问题食品%

45"5!

!

完善的食品召回程序
!

企业报告(对报告进行评估(

确定召回计划及实施召回计划等是美国食品召回制度中的

重要程序性内容%一旦发现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无论是

食品生产者还是食品销售者$都有责任在第一时间!一般为

49/

以内#通过书面形式报告
[EPE

和
[VU

%有关机关在接

到报告后应立即进行审核(评估$确认是否真的存在食品安

全问题以及危害程度%为了更好地对报告进行评估$有关机

关应参考问题食品上市的时间长短(销售及流通的渠道及造

成危害的具体原因等$企业无权拒绝承认
[EPE

和
[VU

的评

估%在此基础上$如果真的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那么
[EPE

和

[VU

就会立即发出召回通知$食品生产者必须立即停止问

题食品的生产并制定召回计划$食品销售者也禁止销售问题

食品%当食品召回计划通过了
[EPE

和
[VU

的审核时$

[EPE

(

[VU

和食品生产者都会通过新闻(网站等方式将食品

召回计划公之于众$食品生产者需要在有关机关的严格监督

下实行食品召回计划$直至问题食品的危害等得到了有效

控制%

454

!

加拿大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主要经验

4545"

!

明确的食品召回监管部门
!

根据加拿大
"&&$

年通过

的/加拿大食品检验署法0及有关行政处罚条例$加拿大食品

检验署是加拿大的食品安全监督领域唯一的执法机构$进行

食品召回是其重要工作职责之一+食品安全部(植物保护部

以及动物健康部是其下设的
!

个部门$在食品安全部下又专

门设立了办公室$其职责为制定相应政策以规制食品召回问

题(调查处理食品安全有关事件以及问题食品的召回%食品

召回和应急处理办公室全天无休$

49/

都有专门工作人员随

时处理食品召回问题)

#

*

%

为了更好地进行食品召回$食品召回和应急处理办公室

还按照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各法律主体不同$分类专门编写不

同的指南文件$包括批发商(进口商(制造商以及零售商$这

样就可涵盖从食品生产加工到销售等全过程$为相关生产经

营主体的责任人员提供食品召回计划制定及模拟召回上的

指导等%

45454

!

完善的食品召回分级制度
!

与中国类似$加拿大也在

9'

安全与检测
!

48"%

年第
"8

期



分析(检测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程度不同的基础上$将

食品召回分为一级召回(二级召回和三级召回%一级召回通

常适用于极有可能引起人体严重健康损害甚至死亡的食品

安全问题$是最为严重的一类召回$有关部门经常会向消费

者发布警告%二级召回则明确对食用后可能导致暂时性或

可逆性的人身健康威胁的食品进行适用$这种情况下引发严

重损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此时相应行政部门会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自主决定是否采取对消费者发布警告方式降低风

险%三级召回则排除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食品的适

用$其主要针对食品标签错误等问题$相对于前两种召回方

式是程度最小的一类召回$而此时有关部门一般不会采取警

告方式%

4545!

!

明确食品召回的方式
!

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中

的食品召回方式分为两种%首先是主动召回$它是指未经过

食品检验署的指令$食品生产者主动召回自己生产的食品+

其次是强制召回$其是根据/食品检验署条例0的第
"&

条$由

食品检验署以行政强制手段命令食品生产者对问题食品进

行召回%在实践中$多数企业都会主动召回问题食品$政府

也鼓励企业进行主动召回%如果企业不主动召回$也不服从

食品检验署的强制召回命令$就会被视为犯罪%一旦发现可

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无论线索来源于企业(消费者还是其

他机构$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在知晓情况后都会及时安排有关

专业人员负责核实$以确定是否存在问题食品及导致问题的

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加拿大食品检验署会决定是否进行

食品召回及召回等级%与美国不同的是$确定进行食品召回

后$食品召回计划是由食品检验署确定并进行实施的%在此

之后$食品检验署还会评估本次召回的效果%

45!

!

日本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主要经验

45!5"

!

完善的食品召回法律
!

日本在食品召回方面制度较

为完善$虽然没有针对食品召回进行专门性的立法$但日本

将食品召回视为整体行政召回体系中的一个分支部分%日

本在此方面的代表性法律是/食品安全基本法0$与中国的

/食品安全法0相比$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0通过法条的形式

把消费者至上的理念进行了明确$突出了消费者的地位$值

得中国借鉴%后来$日本又出台了/食品卫生法0$对/食品安

全基本法0没有规定或规定相对较为薄弱环节做出了更为明

确(细致的规定$对于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基本法0$促使食

品召回制度得到更有效的执行有很大意义)

'

*

%

另外$日本也通过出台有关规章对食品召回问题特别是

召回的执行进行了规定%这些立法弥补了食品召回专门立

法的缺失$为食品召回提供了良好的执行环境%值得注意的

是$日本十分重视和国际接轨$比如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日

本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严格参照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PE<

#(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

DUD

#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这为日

本食品召回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45!54

!

召回主体明确
!

日本的食品安全召回主体较为明确%

目前$在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是主要进行食品召回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工作职责主要在于评议食品是否安全以及安全

程度$还负责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工作%日本的食品

召回也和很多国家类似$分为强制性召回和自愿性召回%其

中$强制性召回属于国家行使行政权力$但自愿性召回与其

不同$是每个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自主权利%

!

!

中外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差异与启示
!5"

!

中外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差异

中国以/食品安全法0确立的食品召回监管制度和由国

家质检总局制定实施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0为主建立了食

品召回的法律制度%中国食品召回制度与国外相比$体现出

较大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5"5"

!

召回食品的范围不同
!

就召回范围而言$中国食品召

回的相关立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实施召回措施$召回范围较窄%与此相对$以美国(

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的食品召回制度$都根据问题食

品对人身健康的安全损害程度建立相应的食品召回分级制

度$其召回范围则相对较广$主要包含有直接证据证明对人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害的食品$以及虽不会对人身健康和生

命安全造成威胁但有瑕疵的食品%

!5"54

!

召回方式不同
!

从召回的方式来看$主动召回和强制

召回都成为美国与加拿大食品召回体制的一部分$且都形成

了主动召回为主(指令召回为辅的特点%在制度上$美国和

加拿大鼓励食品生产者主动进行召回+在实践中$食品生产

者也往往会选择主动召回%比如在美国$虽然法律对召回的

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相比强制召回而言$主动召回在

制度上可以省略公布召回新闻和评估危害等环节%

事实上$对于食品生产者而言$选择主动召回可以更好

地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召回成

本+对于国家而言$食品生产者进行主动召回可以减少执法

成本$也有助于在短期内更便捷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减少

问题食品对消费者的不利影响)

$

*

%目前$中国在食品召回方

面$也主要采取主动召回和强制召回两种方式$这在/食品召

回管理办法0第
"4

条中也有所体现%然而$该条款只是规定

了中国食品召回中存在两种方式并将-食品生产者没有主动

召回.作为实行强制召回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于激发食品生

产者采取主动召回的积极性却缺乏具体举措%诚然$/食品

召回管理办法0第
9!

条对于激发食品生产者采取主动召回

的积极性有所助益$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5"5!

!

召回的具体程序不同
!

中国食品召回的程序规定相对

简略$即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存在缺陷的问题食品应自主主动

召回$如果其发现问题食品应召回却不实施召回措施$相应执

法部门可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责令该生产经营者召

回问题食品+与此不同$美国的食品召回制度中有较为严格的

程序$具体来说$第一步是对相关问题食品可能引发的危害风

险进行评估+第二则是通过召回委员会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

定召回级别+最后$生产经营者依据相应级别制定出食品召回

计划$经召回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实施食品召回措施%

总的来看$美国(日本(加拿大不仅对食品召回的实体性

规范$比如对食品召回的监管机关(分级和召回方式都有详

细的规定%在食品召回程序上也有规范性规定$大致可以分

为
9

个环节$分别是信息报告(报告核查(制定召回计划及实

施召回计划$构成了完整的-链条.%在整个程序中$有关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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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机关发挥了很大作用$对食品安全问题信息及时处理(审

核召回计划(监督召回计划的实行并评估结果是其
!

个主要

特点$有利于食品召回的顺利实施%

!54

!

国外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启示

!545"

!

完善中国食品召回法律体系
!

若要通过食品召回制

度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有必要从法律层面

上对中国食品召回法律体系进行完善%

!

"

#对中国/食品安全法0以及/食品召回管理办法0进

行细致的对比与梳理$并对/食品安全法0不够具体和完善的

部分$由其下位法/食品召回管理办法0承担法律条款的补充

功能$对食品召回问题增加合理的细节性规定$增强有关法

律条文的可操作性%

!

4

#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不仅需要在中央层面出台法

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地方层面也需要出台有关的地方性法

规$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食品召回问题进行规定$最终形成

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的食品召回法律法规体系%

!5454

!

设置统一的食品召回管理机构
!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

管体制为分段监管模式$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由卫生部

管理$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则属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职

责%作为参考$中国也应设立专门机构统一部署(监管食品

召回工作$以避免行政机关之间的权责重叠和管理空白所引

发的推诿扯皮(利益争抢现象$以促进食品召回在检测(管理

执法中的效率$建立权责统一(高效便民的机制%

值得借鉴的是$加拿大建立了类似的食品召回管理机制

并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加拿大食品监督局为完善食品召回

制度$设置食品安全与召回办公室$统一实行食品召回的部

署实施$这使得其可借助及时高效的组织力量对在监管中发

现的问题食品迅速召回$以此规避问题食品引发的健康

风险%

!545!

!

增加对主动召回的激励举措
!

食品生产经营者主动

召回问题食品$相比强制召回$对其自身(消费者和监管机关

都多有益处$应该通过法律的倾斜性安排激励投资者在发生

食品安全问题时采取主动召回的方式$而非强制召回的

方式%

!

"

#在程序上$主动召回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以简化召

回程序$比如监管机关公布召回新闻等$但监管机关应对食

品生产经营者发布的召回公告进行详细审查$避免无法召回

全部问题食品或有关消费者不能得到足额赔付%

!

4

#在实体内容上$可以继续延续现有的有关规定$通

过减轻主动召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政责任激发食品生产

经营者主动召回问题食品的积极性%

!

!

#监管部门可出台相关措施$为自主召回的食品生产

者与经营者提供援助$以此使问题食品召回更有效率%

!5459

!

建立完善的食品溯源制度
!

当某一批次食品出现缺

陷而需召回时$为保障该问题食品能够顺利召回$完备的食

品召回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食品信息可追溯机制作为其前

提也是不可或缺的)

%

*

%在发现问题食品后$首先应高效(正

确地确定该食品的生产商及原料$这样才能为接下来的原因

分析(改进举措以及进一步的防控措施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因而$要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保证问题食品溯源机制的完

善$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控制度纳入食品安全的管理

体系%但是$中国目前食品安全工作存在一些现实障碍$如

食品生产者(经营者数量众多$质量难以保障$且作坊式食品

生产加工企业大量存在$这些企业通常没有建立有效机制以

实行食品溯源%这样$如果这些企业出现食品安全等问题$

没有有效的溯源机制也无法保证食品的顺利召回%因此$只

有强制食品生产经营者贯彻实施食品关键点控制及食品追

溯机制$才能保障问题食品及时准确的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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