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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对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启示

樊永祥 　严卫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北京 　100021)

摘 　要 :对三聚氰胺污染奶粉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针

对性建议 ,包括构建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信息监测与快速预警机制、强化对非法添加物质的监控、提高

未知物的检测鉴定能力、加强食品企业自身管理和原料供应体制建设、做好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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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s on Food Safety Contro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duced by

Incident of Baby Milk Powder Contaminated by Mel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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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asons of baby milk powder contaminated with melamine were analyzed , and certain suggestions no the food

safety control system were introduc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effective food safety management mechanisms ; to improv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s and rapid alert systems ; to enhance the inspections of illegal chemical substances in food ; to strengthen the detection

capabilities of unknown chemical substance ;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s of raw material control of food plants especially and to

improve the reaction to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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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污染三聚氰胺事件 (下

简称奶粉事件)是我国食品安全的一个重大事件 ,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国家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 I级响应机制 ,并采取了各项积极措施对事件进

行了有效的处理。整个事件的波及面广 ,除婴幼儿

配方乳粉外 ,还涉及到了含乳的食品 ,一些国家相继

出台措施对可能受到污染的食品下架、限制进口。

事件的发生导致 2914 万婴幼儿泌尿系统异常 ,也严

重影响了我国的食品工业 ,教训是十分惨痛的。这

一重大安全事件反映了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职业

道德诚信、企业自身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需要政

府部门和业内专家认真思考 ,吸取教训。本文从专

业角度 ,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建设 ,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

1 　奶粉事件反映出的问题

奶粉事件的发生 ,反映了在食品安全体系中存

在着许多漏洞 ,也提醒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认

识食品安全问题。由于食品生产的规模化程度越来

越高 ,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就会造成巨大的

社会危害。食品安全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 ,更是

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 ,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现

况单独考虑。奶粉事件的发生就有其特定的社会背

景。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李毅中部长的分析 ,由于

近年来乳制品行业加工能力增长过快 ,原料奶资源

难以支撑 ,协调发展矛盾突出 ,因此不法分子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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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谋取利益的空间[1 ] 。

食源性疾病、食品中新的生物性和化学性污染、

食品新技术、新资源的应用等问题是各国政府普遍

关注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但近年来发生的各类因

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导致的食品安全事件日渐

增多 ,提醒我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仍应提高对掺杂

使假的警惕和重视。从阜阳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

直至奶粉污染三聚氰胺事件 ,无一不是由于使用非

食品用的工业原料冒充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引起

的。由于我们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一些食

品从业人员的法律观念淡薄 ,缺乏社会责任 ,各类违

法行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我们及时考虑建立有

效的应对机制。

除上述社会因素外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和

企业自身管理水平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食品生

产企业的诚信意识也是影响该类事件发生的因素。

温家宝总理在 2008 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指出 ,事

件的发生“一个方面暴露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在

生产监管环节还有许多问题 ,也暴露出一个国家在

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应该重视企业道德、职业道德、社

会公德”[2 ] 。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多部门监管、分段管理的体制

客观上导致了食品生产的某些环节的监管存在着职

能交叉 ,而还有些环节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农业部

孙政才部长就表示 ,“国家对奶站既没有专门的监管

办法 ,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 ,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

基本处于失控状态。”[3 ] 多部门管理的另一个缺陷还

体现在 ,由于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 ,尽

管三聚氰胺曾经是宠物食品和饲料的监管重点 ,却没

能成为乳品监管考虑的重点 ,最终导致事态蔓延。

在企业管理方面 ,很多大型乳制品企业集团建有

几乎所有现有的质量管理体系 ,如 HACCP、ISO9000 系

列认证等 ,但却仍然未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这也反映

了已经建立的各类质量管理体系是否都能够有效运

行 ,能否应对掺杂使假等严重的质量问题。

也有专家认为 ,产品检测标准也存在缺陷 ,比如

未能将三聚氰胺作为检测项目等等。当然 ,无论是

食品质量标准还是食品卫生标准 ,都不可能对各类

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的违禁物质做出规定。但事件发

生后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即针对不同的

违法现象 ,如何在食品质量监管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包括标准在内的各类应对措施。

2 　急需加强的相关工作

面对这一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除做好处理和应

对工作外 ,针对事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及时建立起

相应的应对机制更加重要。在我国食品安全当前所

处的复杂社会环境下 ,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在食品安

全监管体制和机制建设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亡羊

补牢 ,时犹未晚 ,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做好应对工作。

进一步构建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现有的

将整个食品生产加工链人为划分为多个环节管理的

政策极易带来职能交叉、监管空白等问题 ,我国食品

安全多部门分段监管的弊端已经不断暴露。全国人

大九届一次会议确定的大部制改革已经提出一件事

情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思路 ,国务院各部门的三定方案

是对这一思路的具体落实。目前 ,由卫生部负责食品

安全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重大案件查处的职责 ,其

他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监管职能。

这一分工与联合国粮农组织Π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出版

的《强化国家食品控制体系指南》[4 ] 中建议的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模式比较吻合 ,可以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已经前进了一步 ,但分段监管的问题仍没有根本

解决。再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应当考虑将目前分段监

管的体制进行调整 ,在一个部门负责综合协调的基础

上 ,以品种监管代替分段监管。可由一到两个部门分

别负责若干个食品类别的管理 ,每一部门的监管职责

都覆盖到相关品种从源头到消费的所有环节。

211 　完善信息监测与快速预警机制

应联合多部门的力量 ,从多角度着手建立食品

安全信息预警平台。预警平台做到从源头到消费的

各个环节都有相应食品安全信息的交流和沟通 ,充

分发挥各部门现有各监测网络的作用 ,真正实现多

渠道信息的融会贯通。信息预警平台可以利用或进

一步建设完善的信息内容包括 :农业部门的农产品

质量监测信息、卫生部门的食品污染物监测信息、质

检部门的产品质量监督监测信息、进出口检验检疫

部门的进出口食品监测信息、工商等各部门的市场

监测和消费者投诉信息、卫生部门的食源性疾病监

测信息等。其中 ,可以尝试利用现有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监测与报告网络 ,探索开展食源性疾病的症

状监测等工作。

目前我国政府各部门都已经开展了上述监测工

作 ,并为各自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下一步能在卫生部的综合协调机制下 ,利用好各

监测网络的信息 ,做好国际国内各类食品安全案例

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工作 ,就能在很大程度

上预防奶粉事件的发生。例如 ,当农业部门或质检

部门发现添加违禁物质等相关苗头时 ,能够及时和

消费者投诉信息与医院的异常病例信息结合起来 ,

建立一套可行的预警机制 ,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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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强化对非法添加物质的监控

通过正常执行食品安全标准可以预防和控制大

部分食品污染 ,但面对非法添加还需要采用特殊的

管理手段。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宠物食品污染三

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公布的《食品保护计划》( Food

Protection Plan) [5 ] 就专门制定了针对人为添加有害

物质的防范措施。各级农业部门、质检等部门应充

分调动食品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力量 ,通过多种渠道

收集当前在食品原料、食品加工过程中经常非法使

用的各类违禁物质 ,并形成动态的名单。监管部门

可以采用定期抽查的方式对可疑添加违禁物质的食

品或食品原料进行检测 ,并根据名单开展有针对性

的专项整治活动 ,将三聚氰胺这类违禁物质从源头

加以杜绝。根据新颁布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6 ]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还应当“对发现添加

或者可能添加到乳品中的非食品用化学物质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立即组织进行风险评估 ,

采取相应的监测、检测和监督措施。”为了落实这一

要求 ,可以适当参考国家对兴奋剂的管理模式 ,先期

收集可能违法添加的物质名单 ,为进一步的风险评

估提供基础。

213 　提高未知物的检测鉴定能力

奶粉事件发生初期 ,困扰食品检测机构的很大

难题就在于面对患病婴幼儿的临床症状 ,如何尽快

的联想到可能的病因 ,如何对可疑食品中存在的各

类危害物质进行鉴别和检测。未来政府的各级技术

支撑机构应进一步提高对各类化学物质的分析鉴定

能力 ,汇集毒理学、分析化学、食品科学、应用营养等

多学科的专家 ,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和仪器设备的

配置。在日常工作中 ,充分利用相关部门现有的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质谱库和标准品库 ,在此基础上加

入食品添加剂、食品接触材料以及违禁物质名单 ,使

之进一步完善。在通过信息沟通等渠道了解可能存

在的违禁物质后 ,能够第一时间予以鉴别并建立可

疑物质的分析测试方法 ,为政府部门处理突发事件

提供技术支持。

214 　加强食品企业自身管理和原料供应体制建设

食品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为了

防范奶粉污染事件的再次发生 ,食品企业应当进一

步加强从原料到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企业自身建

立的各项质量控制体系如 HACCP 体系等是保证产

品品质的基础 ,但除此之外 ,食品生产企业还应把管

理的重点前移 ,重心下移。由于食品的原料多为初

级农产品 ,初级农产品分散的生产方式非常难于集

中管理。食品企业应当考虑采用集约化的模式 ,既

能发挥农牧户的积极性 ,又能做好原料品质控制管

理。乳制品企业的自有牧场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 ,本次奶粉事件部分企业正是由于在原料采购方

面拥有自己能够进行质量管理的牧场而免于这一劫

难。当然 ,食用农产品加工的质量控制问题一直是

我国食品工业的难题之一 ,需要农业部等多部门在

宏观管理上加以解决。

215 　做好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

本次奶粉事件也为今后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发生后的处理提供了一些经验 ,在此简要提出一些

观点供参考。在救治病人、控制受污染产品的基础

上 ,可进一步重视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为事件的妥

善处理提供依据 ,还可为类似事件的处理积累科学

资料。对于本次事件相关部门就在患病人群的流行

病学调查、三聚氰胺及其类似物的毒理学研究和检

测方法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此外 ,迅速、科学

地掌握所需的科学信息也能充分反映出一个国家的

科研实力 ,在国际相关研究领域听到中国的声音。

在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方面 ,做好风险信息交流

工作同样重要。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 ,做好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专家、行业间的信息交

流可以促使采取的各项管理措施更加科学可行。而

面对公众和媒体的交流效果则更加直观 ,一项管理

措施的出台如能做好一系列的配套解释宣传工作 ,

对于迅速平息事态 ,保持社会稳定能够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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