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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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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食品贸易的全球化趋势$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共

同关注的焦点"以及树立中国食品行业的国际安全信誉等原

因"国际共治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食品安全保证的共识#然

而"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要想顺利推进还面临着不存

在相应的国际共治机制$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不统一以及政企

合作尚待改善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借鉴中国

现行环境司法+三审合一,机制形成的成熟推进模式"通过建

立国际食品安全共治组织$积极推进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统

一化和通过政企密切合作确保进出口食品安全等针对性措

施"促进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顺利实现"进而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食品安全&国际共治&全球化&食品安全标准&治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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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讲$食品安全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阶段

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

*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导致食品

商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食品安全成为

初步完成工业化的中国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扩展$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与食

品的商品化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中国食品安全在某种程度

上已经超出了传统上的一国治理的范畴$而必须从全球治

理$亦即国际共治的维度对其进行统筹规划$才能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食品安全的真正保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到
48"%

年为止$国际食品安全大会已经连续在北京召开了九届会

议$分析和研究国际上有关食品安全的最新成果和趋势)

4

*

%

因此$从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必要性出发$就当前国际

共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从国际共治维度找

出应对食品安全的有效对策$对于有效保障中国食品安全$

以及完善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推进国家食品安全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

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由此必然

导致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诸多同国际贸易有关的问题全球

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食品安全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国

内$而是作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具有了典型

的国际意义%中国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正是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实现中国食品安全有效保障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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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贸易的全球化趋势

同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相对应$中

国食品贸易的全球化趋势同样日益明显$尤其是在某些重要

的食品原料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相

关部门公布的数据)

!

*

$

48"'

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即达到

$'



"%9#5'

亿美元%中国农业部门户网站公布的数据)

9

*显示$

中国每年粮食进口量均保持在
"58]"8

%

=

左右$尤其是大豆

的进口$已经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48"$

年全年

进口量超过了
&58]"8

$

=

%而且$某些传统上对外依赖不大

的食品类别$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逐步调整和消费能力的不

断增长$对外进口的数量和金额也在不断增长$典型的如肉

类和奶制品等$中国农业部门户网站公布的数据)

9

*显示$与

48"'

年相比$

48"$

年畜产品全年进口金额达
4#'54

亿美元$

增长
&5#C

$其中牛肉进口
'5&#]"8

#

=

$增
"&5&C

+羊肉进口

459&]"8

#

=

$增
"!5"C

+奶粉进口
"589]"8

#

=

$增
445&C

%以

上数据表明$中国食品贸易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庞大的

进出口数额$不仅可能导致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向国际扩

散$而且也可能将国际上的食品安全问题通过进口渠道引进

到中国%前者如
488%

年在日本发生的源自中国的-毒饺子.

事件)

#

*

$后者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定期公布的进口食

品抽检不合格名单%正是在食品贸易的全球化趋势下$不仅

中国食品安全可能产生国际化影响$国际上的食品安全问题

也可能直接影响中国食品安全$单纯依靠中国自身力量很难

对食品安全进行切实有效的保障$实行国际共治是当前情势

下的必然选择%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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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

食品安全问题作为工业化进程日益加深$人类社会分

工的发展导致食品商品化程度日益增强的必然产物$并不

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个别现象%事实上$当前世界上最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其初步完成工业化的
"&

世纪

末$即饱受食品安全事件的困扰$其著名作家辛克莱
"&8'

年出版的/屠场0一书$更是对芝加哥肉联厂存在的令人作

呕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揭露%正是在这本

书的直接影响下$美国当年即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食

品安全法律$即/食品和药品法案0与/肉类检查法案0

)

'

*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食品安全就得到了彻底的保证$

488%

年爆发的导致多人死亡和中毒的沙门氏菌食品感染

事件$意味着食品安全始终是美国社会高度关注的核心问

题之一)

$

*

%与此类似$世界上其他的工业化国家$近年来也

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典型的
48

世纪末

英国曝光的疯牛病事件$至今仍然令世界谈牛色变$

48"$

年遍及欧盟的-毒鸡蛋.事件)

%

*

$则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敲

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正是因为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全球共

同关注的焦点$再加上食品贸易的全球化趋势$当前世界各

国均在努力寻求通过国际共治的方式$对可能发生的食品

安全问题进行有效的遏制%

"5!

!

树立中国食品行业的国际安全信誉

488%

年在中国爆发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

*

$以及在

此前后曝光的-毒大米.-地沟油.-苏丹红.-孔雀绿.等食品

安全事件$使中国食品安全的国际信誉受到重创$其引起的

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尤其是
488%

年的三聚氰胺

毒奶粉事件$到现在还有部分国内外消费者对中国的奶粉安

全抱有相当负面的怀疑态度%然而$正是在这些食品安全事

件的影响下$中国于
488%

年出台了/食品安全法0$并在
48"#

年对其进行了修正$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中国食品安全的有

效实现%然而$/食品安全法0的制定及与此有关的其他食品

安全保障机制的形成$主要局限于中国自身制度建设的范围

内$并不能有效保证国际上对中国食品安全的信心%在当前

中国食品贸易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通过国际共治

的方式$一方面保证出口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保证进口食

品尤其是食品原料来源的安全$是进一步完善当前食品安全

机制$树立中国食品行业国际安全信誉的必然选择%

4

!

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面临的现实问题
国际共治虽然是中国食品安全得到有效保证的必然选

择$但由于历史上并不存在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经验$国际

共治的实现和完善仍然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成熟%就当

前来讲$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亟待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45"

!

缺乏专门的国际共治机制

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来说$当前仍然停留在理

论探索和提倡的阶段$并不存在专门的国际共治机制%虽然

至今在北京已经召开了九届国际食品安全大会$但这些会议

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实现并加强在食品安全技术和制度层面

的交流$并分析食品安全发展的相关趋势%直至
48"#

年第

六届食品安全大会$才开始正式将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作为

会议的主题)

"8

*

%虽然随后的诸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国际交

流也陆续提到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话题$但相关讨论仍然停

留在理论上的设想和论证阶段$并没有采取任何国际共治的

实质性措施%

这种缺乏专门的国际共治机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不存在任何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专门组织$

主要通过诸如国家食品安全大会等会议和论坛的形式进行

务虚式的探讨+二是不存在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双

边或多边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主要通过各国的国内法自行

处理食品安全涉外事件+三是不存在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国际

共治的国内法$并没有将食品安全国际共治机制的建设纳入

国内法治建设的轨道%正是因为专门的国际共治机制的缺

乏$中国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进入实质

性的阶段$从而使国际共治可能对中国食品安全具有的促进

作用得不到实现的机会%

454

!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另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是国际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从而使不同国家

在食品进出口过程中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力度产生明显的不

同$使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难以真正实现%如中美两国在饲

料添加剂-瘦肉精.方面标准的差异$中国绝对禁止在饲料中

添加任何种类的-瘦肉精.$而美国则允许特殊类型的-瘦肉

精.在饲料中适量添加$从而造成中美两国在来自于美国的

肉制品-瘦肉精.含量的标准之争)

""

*

%另外$在食品的抗生

素含量)

"4

*

$以及核辐射污染)

"!

*方面$中国同欧盟以及日本的

相关食品安全标准都有着较大差异%

正是因为国际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存在的这些差异$使中

国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如近年来几乎

%'

安全与检测
!

48"%

年第
"8

期



每一次中美常规贸易磋商$都必然涉及到肉类制品的-瘦肉

精.含量问题$

48"$

年-

!5"#

.前后媒体广泛曝光的进口日本

的核污染食品事件)

"9

*

$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国际食品安

全标准存在的较大差异产生的%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的国际

共治来说$这种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导致的食品安全事件

的存在始终是必须妥善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45!

!

政府和食品进出口企业之间的配合亟待加强

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的国际共治来说$政府是其中最重要

的主体$但是相关食品进出口企业作为食品安全保障义务的

直接承担者$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众所周知$由于能

力和资源的限制$国家对企业的监管$始终只能是有限而不

是事无巨细的无限监管%因此$国家对食品进出口企业的食

品安全监管$也只能是以抽查为主的有限监管形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与食品进出口企

业之间加强彼此之间的配合$成为食品安全国际共治实现的

重要环节%一方面$食品进出口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家食品

安全相关要求的规定$保证进出口食品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要求+另一方面$进出口食品企业应当及时将出口目的

地和进口来源地的食品安全情况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

和沟通$避免因为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不同而导致不必要的

损失和贸易摩擦%然而$就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现

状来看$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进出口企业之间的配合明显存

在较大的问题%

48"$

年曝光的中国市场存在大量日本核污

染产地食品问题$即为相关食品进口企业罔顾政府禁令自行

进口问题食品的典型例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定期曝

光的进口食品抽检不合格名单$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企业

忽视同政府的配合与协调$对进口食品在安全标准上的差异

怀有侥幸心理有关%

!

!

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实现进路
!5"

!

建立国际食品安全共治组织

任何机制的有效推行$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的存在均为必

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国际食品安全共治机制的缺乏$

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国际食品安全共治组织的缺乏%因此$

要实现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解决

国家食品安全共治组织建设的问题%具体来讲$这一食品安

全国际共治组织的建立应当主要包含以下内容"首先$在当

前国际食品大会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大会的代表性和权威

性$号召国际社会$主要是中国食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国际

伙伴$成立国际食品安全共治组织%其次$在国际食品安全

共治组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国际食品安全共治多边协

议$包括常态化的交流和磋商机制(紧急食品安全事件的处

理机制(食品安全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等$形成比较全面的

国际食品安全共治框架%再次$建立国际食品安全共治组织

的专门信息平台$这一平台不仅面向所有参与国际食品安全

共治组织的成员国(机构和相关人员$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

更好地实现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目标$而且将某些功能模块

向成员国所有民众公开$充分利用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方式发

现各种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问题和隐患$在已有的国际共治

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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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差异的存在是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国

际共治推进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这一问题虽然可

以通过不同国家各自国内食品安全机制的严格控制而加以

缓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关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隐

患%如中国之所以市场上肉类饲料中使用-瘦肉精.的现象

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肉类饲料标准中对某些

种类的-瘦肉精.使用的许可$从而导致生产-瘦肉精.的厂家

大量合法地存在$并最终导致这些厂家的-瘦肉精.产品以及

使用这些产品作为饲料的肉类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市场$

无法从源头上杜绝-瘦肉精.的存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差异较大导致的食品安全国际共治难以

实现的问题$就必须积极推进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考

虑到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食品安全标准上的复杂性$可以

通过以下具体措施逐步推进%第一$针对中国主要的食品进

出口贸易伙伴$通过政府间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方式$在彼此

国内民众中广泛宣传不同国家间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主

要差异$并对这些差异的存在予以合理而务实的解释$针对

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的食品严格实行原产地和最终目

的地的双重安全标准$在主要贸易伙伴中逐渐形成对相关食

品安全标准的共识%第二$在食品安全标准共识的基础上$

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方式$推进主要食品进出口贸易伙伴

间食品安全标准的一体化$尽可能采取更加有利于国民健康

的较高食品安全标准%第三$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实现食品安

全标准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世界性的多边食品安全

标准$最终达成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全球性公约$彻底解决

因为食品安全的国别标准不一致导致的国际共治难以有效

开展的问题%

!5!

!

政企密切合作确保进出口食品安全

要充分发挥企业在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中的重要作

用$就必须通过政企密切合作确保进出口食品安全%这种合

作不仅包括政府同国内食品进出口企业的合作$也包括政府

同中国食品出口目的地国进口食品企业$以及中国食品进口

来源地国出口食品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

对于中国食品进出口企业来说$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

应当对相关食品企业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以及

企业在食品安全国际共治中重要作用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

面$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当通过加强中国食品进出口企业食品

安全方面行业自律的方式$即从当前主要通过政府对企业进

行直接监管$转变为通过行业协会对企业进行间接监管的模

式$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加强其在食品安全国际共治中

的责任和作用%

对于国外食品进出口企业来说$一方面$加强同出口目

的地主要食品进口企业和进口来源地主要食品出口企业的

联系$密切关注进口目的地和出口来源地相关食品安全政策

和形势的变化$及时为中国对应的食品进出口企业提供相关

食品安全信息并进行预警$同时针对具体情况及时调整中国

对于进出口食品的安全检测力度和标准$最大限度保证国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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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出口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对中国食品安全影响重

大的主要食品进口来源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政府

同相关食品进口企业一起$直接在食品来源地的出口企业直

接实行质量检测和质量控制$并给予通过了相关食品安全检

测并符合控制标准的食品进口来源地企业予以进口通关时

免除相应检测的待遇$通过政府(国内食品进口企业和来源

地国家食品出口企业三方的紧密合作$从源头上对中国进口

食品的安全实行国际共治$切实保证进入中国市场的进口食

品安全%

9

!

结语
在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分工重要环节的今天$食品安

全的国际共治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中国食

品安全国际共治趋势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当前食品安全的国

际共治已经相当成熟%事实上$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

主要还停留在理论探讨的萌芽阶段$要想顺利推进还面临着

没有相应的国际共治机制(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不统一$以及

政企合作尚待改善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因此$有必要结合

中国食品安全国际共治的当前形势$针对推进国际共治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可操作性措施$才能在提高中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其促进

食品安全保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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