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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责任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张永伟 1 　刘志芳 2

(1. 河北省邯郸市卫生监督所 ,河北 　邯郸 　056008;

2.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卫生监督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摘 　要 :结合三鹿奶粉事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责任进行分析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具有行政和刑事双

重违法性 ,依法应承担行政刑法责任。

关键词 :食品安全 ;行政刑法责任 ;刑法 ;行政违法 ;责任 ,法律

中图分类号 : R15; D035; D92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428456 (2010) 0120044203

Adm in istra tive and Cr im ina l Respon sib ility in Food Safety Cr im es

———Take the San lu M ilk Pow der Even t a s an Exam 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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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anlu M ilk Pow der Even t, the adm inistrative and crim inal responsibility in food safety

crime was analyzed. Illegally crim inal actions on food safety have both adm inistrative and crim inal illegality. Based on the

national law, adm inistrative and crim in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under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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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鹿奶粉事件是我国有史以来较为严重的一起

食品安全事件。对于这起在全国构成严重影响的食

品安全刑事案件 ,在依法追究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后 ,作为依据《食品卫

生法 》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 》行使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质检、工商和卫生

等部门是否还应当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 (三鹿事件

发生时《食品卫生法 》仍生效 )。本文引进食品安全

犯罪的行政刑法责任的概念 ,以指导此类案件的

查处。

1　食品安全犯罪行政刑法责任概念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的查处依据为《食品卫生

法 》。该法第 39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生产经营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食源性疾患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

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

所得的 ,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

本法规定 ,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造成严

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

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

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本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刑法 》第 143条规定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

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食源性疾患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

金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

下罚金 ;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 》第 144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

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

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

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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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处罚。

从上面法律规定看 ,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

的食品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

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或者在生产经

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在追究

刑事责任后 ,还应吊销卫生许可证或生产许可证。

也就是说 ,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造成严

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

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

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既应追究刑事法律责

任 ,又应追究行政法律责任。这种两者兼具的双重

法律责任称之为“行政刑法责任 ”[ 1 ]。

2　三鹿集团应承担行政刑法责任

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的三鹿奶粉事件 ,发生原

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提高蛋白质检测指标 ,获取非

法利益 ,向鲜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等有害物质。不法

人员的上述行为首先违反了食品安全行政法律 ,其

次违反了刑法相关规定 ,已涉嫌构成犯罪。三鹿集

团在明知其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下 ,并没有

停止奶粉的生产、销售。三鹿集团生产的含有三聚

氰胺的婴幼儿奶粉等奶制品流入全国市场后 ,对广

大消费者特别是婴幼儿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

了严重损害。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患病婴幼儿的

检查和医疗救治 ,众多奶制品企业和奶农的正常生

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 ,经济损失巨大。2008年岁

末 ,三鹿系列刑事案件在石家庄开庭审理。被告单

位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 ,被判处罚金 4937余万元。单位负责人和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被

判处无期徒刑和 5年至 15年不等有期徒刑 [ 2 ]。三

鹿集团因行政违法被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 [ 3 ] ,又因

违反《刑法 》被提起刑事诉讼 ,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

被行政和刑事双重追究的法律责任即为行政刑法

责任。

三鹿集团这种既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又同时违反

刑事法律规范的犯罪归属为行政犯罪。由于行政犯

罪的双重违法性 ,决定了行政犯罪的双重责任性 ,既

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又应当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非法向鲜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为首先违反了食品

安全行政法律法规。如果该行为情节不严重 ,没有

触犯刑法 ,仅仅是单纯的行政违法行为 ,依法应承担

行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 ,在违反食品安全行政法

律法规的同时又触犯了刑事法律规范 ,就构成了行

政犯罪 ,依法应承担行政刑法责任。行政刑法责任

主要通过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和司法机关的刑

事处罚来实现。

3　行政刑法责任的法律适用

行政刑法责任不完全等同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 ,不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 ,而是行政

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有机统一。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

的法律责任的适用上 ,既不能遵循“一事不再理 ”的

原则 ,也不能按照“重责吸收轻责 ”的吸收原理来处

理 ,否则将会抹煞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本质上的区

别。两者应合并使用 ,才能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

如单独适用刑事处罚 ,不给予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

照的行政处罚 ,即使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

因企业仍然存在 ,生产仍在继续 ,有毒有害不合格产

品难以彻底根绝。

在追究“三鹿奶粉事件 ”责任人行政刑法责任

的问题上 ,除遵循“责任法定 ”、“过责相当 ”等一般

原则外 ,还应遵循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合并适用原

则与刑事责任优先原则。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合并适用原则要求在对

“三鹿奶粉事件 ”犯罪嫌疑人合并适用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时 ,既不能以行政责任代替刑事责任 ,也不

能因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免除其行政责任。即既不能

以罚代刑 ,也不能只刑不罚。这样不但会违反《刑

法 》和《行政处罚法 》的原则和规定 ,还会导致对行

政犯罪行为的打击不力。当然 ,在合并适用时 ,应注

意有些内容不能同时适用或无须同时适用。如作为

刑事处罚的罚金和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 ,两者均属

经济处罚范畴 ,无论从其功能 ,还是实际应用 ,均无

同时适用之必要。正因如此 ,《行政处罚法 》第 28

条规定了罚款应当折抵罚金的规定。

在遵循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合并适用原则基础

上 ,应优先考虑适用刑事责任 ,这就是刑事责任优先

原则。刑事责任是比行政责任更加严厉的一种法律

责任。刑事责任优先原则 ,也就是刑事为主 ,刑事先

理。两种法律责任具体适用时如产生冲突 ,应按照

主次有序的原则 ,先由司法机关按照刑事诉讼程序

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再由行政执法机关以

行政处罚程序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实践中应注

意两者的衔接和协调统一。行政执法机关率先以行

政违法立案查处 ,当发现涉嫌构成犯罪时 ,应依法将

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未

构成犯罪或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的 ,司法机

关应及时将案件移送有权查处的行政执法机关。免

于刑事处罚并未免除行政制裁。否则有可能使有严

重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受不到任何惩处。

《食品安全法 》已于 2009年 2月 28日经十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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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2009年 6月

1日起正式施行 ,《食品卫生法 》同时废止。《食品安

全法 》强化了食品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者、经

营者以及监管者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 ,具体明确规

定了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同时在第 98条规定 :“违

反本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食

品安全法 》调整了行政执法主体 ,由质检、工商和卫

生部门调整为质检、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质

检、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据《食品安全法 》进

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时 ,应建立行政刑法理念和思

维 ,当罚则罚 ,当刑则移送 ,罚当其责 ,刑当其罪 ,正

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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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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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基本概念开始 ,系统地介绍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法律法规、

发展现状、近 2年的工作目标以及下一步的具体工作。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在保障食品安全和确

保食品食用安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仍存在许多不足。进一步提高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体系的国

际认可度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体系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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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tua tion and Ta sk of Food Safety M on itor ing and R isk A ssessm en t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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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oncep ts on food safety monitoring and risk assessment,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food safety monitoring and risk assessment, the statu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tasks in the next two year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work of the next step swere systematically illustrated. Chinaπs food safety monitoring and risk assessment p 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food safety,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ec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egre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food safety monitoring and risk assessment system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 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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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基本概念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指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

和解释与食品安全相关危害因素的检验、监督和调

查数据并向相关方面通报的过程。风险监测的对象

是食品污染物、食品中的有害因素 (物理、化学、生

物因素 )和食源性疾病 ,开展风险监测可以实现主

动收集、分析食品中已知和未知污染物以及其他有

害因素的检测、检验和流行病学信息 ,对食源性疾病

有害因素 ,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控制 ,减

少食品污染和食源性疾病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