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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欧盟等国家与地区在食品监管机构改革、食品安

全信息公开透明、安 全 监 管 立 法、食 品 身 份 认 证 等 方 面 均 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针 对 他 们 确 保 食 品 安 全 的 做 法 进 行 深 入

剖析和思考，并对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现状进行反

思，提出构建加强食品安全监督和管理相关部门之间协作的

网络，实施涵盖从田 间 到 餐 桌 的 全 程 监 制 体 系，逐 步 推 进 食

品安全监督和管理的相关法律，从而构建良性运行的中国食

品安全监督与管理机制。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经验；启示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ｒｉｓｅ　ｅｎｄｌｅｓｓｌｙ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　ｉｔ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ａｒｌｉｅｒ，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ｉ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ｏ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ｈ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ｉ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ａ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ｏ　ｏｕｒ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
ｍｅｎｔ，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　ｔｏ　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ｅ　ｗｉ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
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ｉｇ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
ｍｅｎｔ

尽管中国食品安全情况“总体比较稳定且一直在向好的

方向发展”，但是“问题 的 出 现 一 直 都 没 停 止 过”［１］。食 品 安

全监管体系构建情况 直 接 关 系 着 公 众 食 用 的 食 品 是 否 安 全

和健康，也关系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问题。中

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以有效遏制食品生产及销

售企业可能做出 的 不 法 行 为。《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食 品 安 全

法》于２００９年开始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由从注重食品的卫生

状况迈入了关 注 食 品 的 健 康 和 安 全 状 况 时 期［２］。中 国 现 有

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为 中 国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工 作 提 供 了 有 力

的支撑和保障，但与 国 外 一 些 国 家 或 地 区 相 比 较 来 讲，仍 存

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中国域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本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走在了中国前列，

已经积累出了大量的经验［３］。美国、欧盟地区在探索如何构

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方面已进行了诸多探索，以保障公

民享用的是安全、健康的食品［４］。探讨和分析域外一些国家

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督和管理经验，并进一步总结归纳出对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 来 讲 可 以 借 鉴 的 经 验 有 着 极 其 重 要

的意义。

１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主要经验

１．１　注重持续改革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好，美国也

并非生来就成为了 食 品 安 全 的 国 家，而 是 经 过 持 续 的 改 革，

才取得了今天的 成 就。由 于 美 国 较 为 重 视 食 品 的 质 量 并 持

续在食品安全监管 领 域 推 进 改 革 工 作，所 以，其 在 食 品 安 全

监管体系构 建 及 监 管 工 作 上 取 得 的 良 好 成 绩 也 有 目 共 睹。

２０世纪末，美国成立了总 统 食 品 安 全 管 理 委 员 会，该 机 构 主

要负责谋划食品安 全 战 略、协 调 国 家 食 品 安 全 保 障 事 宜，在

该机构的统筹之下，达到对全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体化管

理的目的［５］。从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督与管理体制来看，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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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食品安全监督与管 理 机 构 的 设 置 及 监 管 立 法 方 面 大 胆 推

进改革工作，确保食 品 安 全 监 管 制 度 适 应 现 实 情 况 的 变 化，

也便于食品安全监管 职 能 部 门 可 以 参 照 现 实 情 况 的 改 变 而

适时修正监管体系。如为了更好地确保食品安全，美国还成

立了以食品安全检验署为主的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以

便进一步更好地监管包括转基因食品在内的各类食品，并大

胆施行食品召回制度，及时召回有问题的食品。

１．２　重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度较高

研究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十分

重视食品安全的信息发布工作，且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

积极性和参与 度 普 遍 较 高。早 在１９０６年 美 国 通 过 的《纯 净

食品药品法案》中 就 载 明 了“民 众 有 权 获 得 干 净、卫 生 的 食

物”，该法案也渐渐使这种 意 识 在 公 众 中 深 入 人 心［６］。在 食

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美国高度重视立法与监管过程的透明化

与公开化，鼓励民众参与其中。全国建立了一套从联邦到地

方的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网络，进行全方位的信息

公开披露。此外，还 建 立 了 覆 盖 全 国 的 信 息 收 集、评 估 及 反

馈方面的基础设 施。这 不 但 使 制 定 的 各 类 法 律 及 政 策 愈 发

完善，管理也更加高效。

美国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开展，也得益于本国

信息公开相关法 律 的 有 力 支 撑。在 讯 息 的 开 放 与 透 明 化 实

现工作中，美国规定了各级国家机构对法定讯息有面向公众

进行开放的任务，联 邦 和 州 的 法 律 还 规 定，食 品 行 业 依 法 履

行食品安全的 义 务 和 责 任［７］。美 国 的 各 级 行 政 机 关 会 将 食

品安全的信 息 通 过 电 子 媒 介、出 版 物 等 方 式 公 开 展 示 给 公

众，并 有 责 任 和 义 务 对 立 法、行 政、司 法 部 门 开 展 解 释 工 作。

同时，鼓励各类社会 团 体 及 公 民 个 人 积 极 参 与，且 确 保 公 众

进行评论的权利 和 机 会。各 级 行 政 机 关 做 决 策 和 实 施 食 品

安全监督和管理工作的依据信息要向公众及时开放，公众根

据所获得的食品安 全 信 息，进 行 食 品 安 全 风 险 判 断，进 而 表

发个人见解。如果社 会 团 体 或 公 民 个 人 对 职 能 部 门 的 行 为

或制定的政策有意见，有权利提请司法机关进行裁决。若司

法机关经过审查发现 职 能 部 门 在 做 出 行 为 或 发 布 公 共 政 策

前没有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则可以裁决行政行为或发布的

公共政策无效。这些 都 有 效 地 为 本 国 的 立 法 及 决 策 工 作 的

科学性、公众参与性、信 息 公 开 的 透 明 性 等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保

障［８］。

２　欧盟食品安全监管主要经验

２．１　高标准、严要求的食品链条

欧盟食品安全监督和管理体制是为了保证“从田间到盘

子”这一整个链条的 安 全 而 逐 步 建 立 的，在 构 建 过 程 当 中 一

直秉持着高标 准、严 要 求。众 所 周 知，该 条 食 品 链 目 前 被 世

界各国公认为是 极 为 健 康 和 安 全 的 食 品 链 之 一。欧 盟 在 确

保该食品链条顺利运转方面也进行了诸多探索，如按照联合

国设立的食品安全标准，成立食品安全检验监测与监管的专

门机构，该机构独立、透 明 的 对 欧 盟 地 区 的 食 品 安 全 进 行 检

验监测与监管。

２．２　注重食物安全监管法制化建设

欧盟地区确保食 品 安 全 的 经 验 重 点 集 中 在 食 品 安 全 监

督管理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市

场由于其在 资 源 配 置 问 题 中 自 身 的 缺 陷 会 导 致 市 场 失 灵。

而微观经济主 体———食 品 生 产 和 销 售 企 业 则 会 把 赚 取 利 润

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标。因此，食品生产和销售企业所产生的

外部效应问题就需要政府监管来予以解决或缓解，监管的领

域包括从食品生产 企 业 的 成 立、食 品 加 工、食 品 检 验 到 食 品

流通的所有步骤［９］。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解决外

部效应问题可以 通 过 法 律 法 规 的 介 入。欧 盟 地 区 逐 步 创 建

了包含了几近全部食 品 的 生 产 和 销 售 环 节 及 全 部 食 品 门 类

的法律系统，该法律系统一步步为其开展食物安全监管工作

提供了法制 化 的 支 撑。多 年 来，欧 盟 地 区 先 后 制 定 了 近３０

部确保食物安全的法律，形成了无形但却是影响力巨大的一

套法律法规系统。此外，欧盟还制订了几百个有关农产品与

食品安全的标准，目 前，这 些 标 准 对 保 障 欧 盟 的 食 品 安 全 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

３　欧美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３．１　注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

美国实施的食品 安 全 监 督 与 管 理 体 制 是 由 食 品 安 全 管

理委员会进行垂直管理的监管系统，该系统按照食物类别来

划分职责，品种不同 的 食 物 分 管 于 不 同 的 监 督 和 管 理 部 门。

这一点值得中国 认 真 学 习。不 同 的 监 督 和 管 理 部 门 分 管 的

食物种类也不一样，各部 门 分 工 明 确［１０］，做 好 自 己 领 域 内 的

监管工作。如，按监 管 食 品 种 类 不 同，有 些 机 构 和 人 员 负 责

监管大豆或花生。在 学 习 美 国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部 门 分 工 明 确

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各食品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沟通协

调及资源共享，构建更加协调合作的一体化管理的食品安全

监管系统，避免出现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现象，为中

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机构保障［１１］。

３．２　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

从美国和欧盟的 食 物 安 全 监 督 与 管 理 的 经 验 和 发 展 趋

向来讲，实施“从田间到盘子”的全程控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

模式，且通过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该模式是有效的。

监控是食品安全监管中一项重要的职能，要贯穿食品安

全监管的各级环节，要 学 习 域 外 一 些 国 家 积 累 的 经 验，试 行

“从田间到盘子”的 全 过 程 监 控。在 传 统 的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思

想中，重视的是食品 安 全 监 管 的 终 点 检 测，往 往 忽 视 了 源 头

方面的控制。中国发生的众多食品安全事故均表明，食品安

全监管不应忽视源头 和 流 向 上 的 监 管，要 着 重 强 化“预 防 在

先”的思想。随着食品安全监管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及食品安

全事故的频发和监管理念的深入人心，应该学习中国域外国

家和地区先进的监管经验，积极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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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制。避免执法 中 出 现 扯 皮 现 象，解 决 监 管 中 的 漏 洞，也

需要着力强 化 全 程 监 管，即 从 农 田 到 餐 桌 的 消 除 盲 点 的 监

管。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 和 公 众 均 要 对“从 农 田 到 餐 桌”的 有

关食品生产、销售的 诸 多 环 节 进 行 全 程 监 控，并 把 这 一 控 制

理念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确立，并坚决贯彻执行。这项全过

程的控制制度要求食 品 行 业 所 有 的 环 节 都 要 严 格 按 照 规 范

进行操作，以此来监 控 和 减 少 潜 在 的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的 发 生。

此外，进一步推进中 国 的 新 闻 发 言 人 制 度，一 旦 发 生 食 品 安

全事故要及时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引导媒体正确发挥其舆

论宣传的作用，宣传报道时要准确、客观，避免将事件夸大或

对发生事故的相关行业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３．３　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

通过分析美国和 欧 盟 地 区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工 作 的 发 展 历

程，不难发现 一 个 共 性 的 特 点 即 是 食 品 安 全 立 法 体 系 的 完

备。美国和欧盟保障 食 物 安 全 工 程 所 取 得 的 成 果 均 离 不 开

食品安全确保法 律 法 规 系 统 的 一 步 步 完 善。这 些 国 家 和 地

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法 律 体 系 的 完 善 也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一 件

事情，例如美国在通过《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后又陆续出台了

很多类似的法案，也并非凭此法案的出台就取得了该国食品

药品监管工作的 成 功。欧 盟 关 于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的 立 法 工 作

也使得该地区食品安 全 管 理 部 门 的 执 法 范 畴 几 乎 覆 盖 至 食

品安全监管的所 有 领 域。欧 盟 地 区 在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上 不 但

制订了较为完备的法律监管体系，还构建了从农场至餐桌的

全过程监管的法律保障体系。即使出现了食品安全事故，也

能果断迅速地采取 处 理 措 施，极 大 地 减 少 事 故 造 成 的 损 失，

这些都离不开该地区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虽然中国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体制各不相同，但毋容置

疑的是我们可以借鉴别国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的经验，以

推进中国的食品 安 全 监 管 工 作。完 备 的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法 律

法规是严格执法的法制化保障，中国在该条道路上是任重而

道远。目前，中国已 初 步 建 立 了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和 管 理 体 系，

但相关配套 的 制 度 和 规 定 尚 不 完 备，不 能 构 建 多 方 位 的 支

撑。借鉴美国和欧盟的确保食物安全的监督和管理经验，中

国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体系，也需要中国各级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针对不同 食 品 类 别 出 台 具 有 针 对 性 的 且 操 作 性

较强的指导性文件。此外，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地区的经验对

不同的食品类别进行分门别类的立法。同时，还要注意学习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公开，确保公众对食品安全信息

和资料的知情权。

４　结束语

美国和欧盟在食 品 安 全 监 管 工 作 上 较 早 就 开 始 探 索 和

实践，也累积了 大 量 的 先 进 经 验。虽 然 与 他 们 相 比，无 论 在

意识形态还是在发展阶段上中国均有不同，但这些经验对于

中国的食品安全 监 管 工 作 有 着 一 定 的 借 鉴 价 值。这 些 经 验

可以作为中国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参考，但切忌不顾中

国特有的国情而僵硬的套用这些经验。

中国各级政府机 关 要 在 广 泛 借 鉴 域 外 一 些 国 家 和 地 区

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中国的

食品安全监管进展情况，加快探索并进一步完善结合中国的

食品安全监督和管理法 律 体 系［１２］。食 品 安 全 监 督 与 管 理 工

作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 问 题，它 不 能 由 一 个 部 门 单 独 解 决，需

要各级政府机关统 筹 协 调，注 重 相 互 协 作，并 广 泛 调 动 各 监

管主体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包括公众在食物安全监管方面社

会责任感的发扬，实施“从田间到盘子”的全程监控。

此外，要充分运 用 大 数 据 的 庞 大 的 统 计 和 分 析 功 能，进

行食品安全技术分析和开展危险性评估工作，为中国的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并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预警

系统。详细的有关中 国 现 实 中 的 食 品 安 全 的 监 测 数 据 也 有

助于弄清自己的家底，进一步明确该项工作的推进方向。在

开展食品安全监管 工 作 中，还 要 注 重 信 息 的 公 开，有 关 食 品

安全的信息及时通过各种媒介向公众发布，保障公众的知情

权。所以，出于进一步确保中国食品健康、卫生、安全这一目

的，中国要从实事求 是 的 角 度 出 发，在 厘 清 本 国 食 品 安 全 监

督与管理开展状况的基础上，平稳推动本国的食品安全监督

与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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