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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局的职能 ,以及有关法律的执行程序和对食品违法犯罪的处罚情况 , 深入分析

印度在新的食品安全法律框架下进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特点 , 对照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管理现状 ,对比研

究中印 2 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 ,提出了从立法、体制、机制上进一步优化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模式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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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functions of Indian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and standard bureau , the executive procedures

about the laws and punishments on illegal crime in foods were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form on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system under the new laws frame of food safety in India were analyzed. The advice we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model of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legislation , system and

mechanism , in comparison with reform process of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system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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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轰动全球的“苏丹红事件”再到“毒可乐事

件”,印度的食品安全问题给印度政府带来不少麻

烦。在印度 ,因食品安全不过关而导致食物或假酒

中毒死亡的事件经常发生 ,据印度医疗研究委员会

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印度有 51 %的食品受到

农药污染 ,其中 20 %的食品有害残留物含量严重超

标。频现报端的食品安全问题 ,除与印度本国国民

的饮食习惯有关外 ,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食品安全

监管不力造成的。《印度时报》曾在头版头条的文章

中指出 ,有害残留物问题被质疑的不仅仅是软饮料

制造商 ,印度整个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也被画上了问

号。众矢之下 ,印度政府开始反思其食品安全管理

政策 ,从食品安全立法入手 ,解决印度食品安全监管

中存在的突出矛盾 ,全面改善印度食品安全现状。

2006 年 ,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法》的颁布实施 ,标

志着印度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 ,对印

度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废止 ,对食品相

关的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能进行重新整合 ,新成立的

食品安全和标准局将肩负保障印度食品安全的神圣

职责 ,逐步实现食品安全的集中化管理。

我国作为与印度相邻的发展中大国 ,和印度一

样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 ,两国之间存

在许多相似之处 ,印度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变革 ,

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具有非常重

要的启示。

1 　印度原有监管体制的不足[1 ,2 ]

111 　多部门监管下的政出多门问题

印度政府管理食品安全相关事务的部门较多 ,

各自在职责范围内执行相应的法律。原有体制下 ,

印度中央政府有 7 个主要部门管理食品安全相关事

务 ,如商业部负责发布国家进出口政策 ,协调与

WTO 相关的国际条款 ;食品与消费者事务部负责处

理国内消费品标准事务 ;食品加工产业部负责协调

针对食品加工业的各种政策与计划 ,协调联络中央

各部委与政府食品安全管理的各种机构 ,并作为食

品法典委员会下属 5 个委员会的主席 ,深度参与

Codex 标准的更新工作 ;农业部负责农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安全问题 ;健康与家庭福利部负责联络国际

和国内食品质量管理机构如印度标准局、营销与检

查委员会、食品加工产业部、Codex 委员会并负责提

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此外 ,农村发展部、国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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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消费者事务与公共分配部、环境与森林部等部门

都涉及有关食品的管理内容 ,各州政府还享有独立

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监管部门多 ,缺乏有效的协

调 ,导致印度食品监管政出多门的现象屡见不鲜。

112 　食品标准体系不健全

标准局是印度国内市场食品安全标准的主要制

定者和管理者 ,其制定的标准是可以自愿遵守的 ,达

标产品可使用其颁发的特定标志。印度标准局也是

政府部门制定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的指导部门 ,同

时负责对 WTO 条款下技术壁垒的咨询工作。

印度出口监察委员会 ( The Export Inspection

Council , EIC)负责出口食品的审核 ,主要参考食品

法典设定的标准 ,以及《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

(SPS) 、ISO9000、ISO14000、HACCP 等 ;按照印度 1963

年出口 (质量控制和检查)法进行出口资质的检查和

认证 ,由出口监察委员会负责对出口产品的质量进

行认证。出口证书被视为企业自愿申请的 ,但特定

范围的产品要求强制性获得出口证书 ,如水产品、

奶、肉、禽、蛋制品和蜂蜜等。

由于食品标准的非强制性执行 ,导致印度食品

标准管理混乱 ,企业产品质量安全难以得到有效

保障。

113 　食品相关法律的执行不力

印度没有统一的食品安全法之前 ,原有的法律

法规多由相关管理部门制定并按照部门职能执行 ,

主要有农业部的《牛奶与奶制品管理条例》、《肉制品

条例》(1973) 、健康与家庭福利部的《反食品掺杂法》

(1954) 、商业部的《出口 (质量控制与检查 ) 法》

(1954)等。其中 ,《反食品掺杂法》( The Prevention of

Food Adulteration Act , 1954) 和《出口 (质量控制与检

查 ) 法 》 ( the Foreign Trade (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Act ,1992)是印度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较

为重要的法律。

《反食品掺杂法》的目标是规范并控制食品质量

标准及浓度标准 ,是印度政府管理国内有关食品事

务的一部主要法律 ,但其规定的条款涉及范围较窄 ,

无法处理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

《出口 (质量控制与检查)法》由印度商业部下属

的出口监察局负责组织实施 ,为了使出口食品能达

到欧盟和美国标准 ,该法针对各类产品制定的具体

条款几乎是欧盟标准或美国标准的翻版 ,未充分考

虑印度本国食品安全状况的具体实际。

印度不是食品安全法律和法规太少 ,而是有法

不依 ,执法不严。印度先后颁布了 14 部涉及到食品

安全的法规 ,但多数规定都是非强制性的 ,这些规定

多数不具备法律效力 ,因此难以落到实处。

114 　相对落后的食品检验检测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 ,2004 年印度中央、州政府和地

方团体管理的食品实验室 72 个 ,可受理上诉的中央

级实验室 4 个 ,此外有 84 个州级实验室 ,其中 1Π3 是

由地方社会团体管理。印度标准局和出口监察局有

各自的实验室 ,但都无能力提供全面的检测服务 ,除

中央食品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外 ,其他实验室均存

在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因为缺乏统一的食品

管理机构 ,印度原本有限的资源被分散在各个部门 ,

食品实验室的装备和检测技术人员素质普遍落后 ,

无法满足印度快速发展的食品贸易的需要。

2 　印度新法律体系下的监管模式[3 ]

211 　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法

为改变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窘境 ,印度政府开

始着手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法 ,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

正式公布《食品安全和标准法 ,2006》(The Food Safety

and Standards Act ,2006) ,这是一部有关加强食品安

全管理的法律 ,依据该法案 ,印度政府决定组建印度

食品安全与标准局 ,负责制定科学的食品标准 ,管理

食品生产、储存、批发和销售 ,保障人类消费食品的

安全和健康 ,以及处理其他与食品相关的突发事件。

《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法》共 12 章 101 条 ,规范

了各级政府或部门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的权限 ,以及

制定临时食品标准的要求。该法明确了印度食品安

全和标准局的职能 ,对食品局的构成和主席及其成

员的任命、任期、薪水、就职条件、免职 ,以及食品局

首席执行官、中央顾问委员会、科学委员会、科学小

组的职责和食品局的会议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阐

述 ;在遵循食品和食品安全的一般原则下 ,阐述了食

品生产者、分装商、批发商、零售商应承担责任的情

形 ;该法赋予食品安全专员和特派官员享有和食品

局相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职责 ,有权监督食品局的

日常经费开支和行政执法活动 ;对违法和处罚、审判

和受理食品安全上诉的法庭 ,以及对食品安全违法

的审判过程和要求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随着该法案的生效 ,印度 1954 年《反食品掺杂

法》等八部法律同时废止 ,并对 1992 年《婴儿奶粉替

代品、奶瓶和婴儿食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

修订。

212 　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局

新法律体系下组建的食品安全和标准局包括 1

名主席和 22 名成员 ,其中 7 名成员的职务不低于印

度政府联合秘书 ,由中央政府任命 ,分别代表农业、

商业、消费者事务、食品加工、卫生、司法、小规模企

业的中央政府部门 ;另外 15 名当然成员中 2 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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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食品企业、2 名成员来自消费者组织、3 名成员

为杰出的食品技术专家或科学家、5 名成员来自各

州和联邦政府 (每 3 年重新任命一次 ,成员分别来自

印度的 5 个区域) 、2 名成员来自农民组织、1 名成员

来自零售商组织。另外 ,首席执行官是食品局的法

定代表 ,负责管理食品局的日常事务 ,起草有关工作

计划、预算和项目并提交给食品局表决 ,向中央政府

报告食品局的所有活动情况。

213 　印度食品安全新监管体制的特点

21311 　公开透明的原则 　政策制定方面 ,《印度食

品安全和标准法》明确指出必须建立在维护人类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利益、设定适合的安全

水平、促进公平贸易的基础上制定食品政策。食品局

的机构设置和成员组成均充分考虑到各利益的攸关

方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外 ,有关规章制度和食品

标准在起草、评价和修订时 ,需按照独立、公开、透明

的要求实施风险评估 ,并通过相关机构 (包括各层次

的村委会)进行协商 ,确保开放和透明的公众商议。

行政执法方面 ,《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法》规定

对可疑食品或掺杂物进行抽样时 ,需 2 名以上的食

品安全官员在场 ,样品均分为 4 份 ,1 份送给食品安

全分析师进行第三方检测 ,2 份送给特派员妥善保

管作备份 ,1 份样品送给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

测 ,同时需要当事人对样品进行签字确认 ,食品安全

官员要按市场价格支付给当事人样品购买费用。当

食品分析师和检验机构的检测结果不一致时 ,特派

官员将备份样品送给仲裁机构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

将作为最终结果。以此方式 ,能有效保证执法的公

正性和透明度。

21312 　权责分明的原则 　《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

法》明确了食品企业、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政府官员

的职责。食品经营者不得销售不安全、不合格或标

签错误的食品 ,不得雇用患特殊疾病的员工等 ;政府

食品安全官员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时 ,若发生数

次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查封食品或掺杂物 ,以

及无正当理由行使职权 ,造成他人伤害并按本法案

规定构成犯罪的 ,或对食品安全官员执法的投诉证

明属实的 ,都将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

该法案清楚地界定了权与责 ,将食品安全责任

进行细化分解 ,降低和避免执法过程中的主观意识。

21313 　量刑惩罚的原则 　食品安全涉及的范围广 ,

不法行为千差万别 ,违法情形比较复杂。印度政府

为加大对食品违法行为的处罚 ,采用了量刑惩罚的

方式 ,规定了法庭起诉的刑事犯罪和进行行政罚款

的不同情形。如对于销售劣质、不合格的、假冒的、

广告误导的、掺假的或不安全的食品行为 ,视情节严

重性 ,行政处罚额度仅设下限罚金 ,不规定罚没款的

上限 ;被定罪的、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的 ,审判官或

法庭将犯罪人的姓名、住址、违法行为和所受的处罚

在报纸上或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布 ,所需费用作为

罚金的一部分 ,全部由违法人支付。

可见 ,印度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罚非常严

厉 ,大大增加了违法成本 ,对不法分子具有很强的威

慑作用。

3 　结束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国与国之间的食

品贸易日益频繁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

注的热点问题 ,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信息高

度发达的当今社会 ,任何角落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都将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保障食品安全已超出了

单个国家的事务。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管

理先进经验的同时 ,印度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为

我们提供了更切合国情实际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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