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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南昌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的构建基础与路径探讨

符艳’! 徐艳钢’! 唐旭平+! 陈卫东+! 钱太高+

!’B南昌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 江西 南昌)77**76$
+B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江西 南昌)77**76#

摘)要! 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食品安全治理理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

化! 社会共治理念将始终贯穿在与食品相关的各社会主体工作思路中$ 只有不断加强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企业自

律!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监督! 构建起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 才能最终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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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关系广大消费者健康和生命安全"具
有广泛的社会性 )’* ( 它与行政体制’经济发展’产
业结构和饮食消费文化等诸多因素相关( 我国食
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原来的
/九龙治水0还是如今的/二龙戏珠0"仍未突破传统
政府行政监管为主导的一元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适应当前食品安全风险管
理的形势和需求(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 #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于 +*’& 年
’* 月 ’ 日起正式实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0原则"旨在突破原有单一治理结
构"引入多元’开放’动态’合作的新思路来解决食
品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就是指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包括政府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行业协会’消
费者协会乃至公民个人"共同参与食品安全工作"
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管共治的格式 )7* ( 其包含

? 个方面的特征%%主体多元&&柔性’开放’复杂的
互动系统&’利益旨趣相同或相近’能够达成共识
和采取集体行动&(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为前提&)协商’对话’竞争’妥协’合作的持续互
动过程&*以公共利益和共治目标实现为产出
结果 )8* (

’)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的现实基础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是一套系统的制度体

系和运行机制的结合"包含治理的目标体系’结构
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并且各个
构成要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是一项系统工程"也
是一个渐近的过程(
’@’)食品安全法治体系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后"与之相适
应"中央和地方层面的配套法规制度修订工作陆续
推进(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等相关部门出台了,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
品召回管理办法-等 ’+ 部配套规章和近 +* 项配套
规范性文件( 适用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及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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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规范性文件正在逐步完善"但与社会共治为内容
的法规及其配套文件出台甚少"仅北京’陕西’上海
等省份修订了,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奖励办法-(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根据中央部署"+*’& 年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改革基本结束( 据统计"全国独立设置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的地#市$’县 #市$分别为 6+f’8+f(

全国前 &** 个食品产业大县单设食品药品监管机构
的仅为 86f )&* ( +*’: 年全国人大对食药监管体制
改革情况进行了调研"总体来看"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初步形成"但多种体制并存出现的多头管理’政
令不畅’业务能力下降等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
食品安全监管效率及监管能力提升"与党中央提出
/建立权威’统一的监管体制0尚存差距(
’@7)生产经营者自律

,食品安全法-强化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
责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正在逐步推进食品
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组织指导 & *** 余家食品
工业企业建立并持续运行诚信管理体系"食品生产
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逐年增强( 但总体而言"食品
生产经营者诚信意识’法治意识"特别是主体责任
意识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课题组对南昌市近 7 年餐
饮业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案件结果分析显示%以使用
过期食品原料’无证经营等主观故意违法行为为特
征的案件占比高达 :?@&:f #8::>?+7$"因此"强化
生产经营者自律机制"需要更为有效的综合举措(
’@8)市场调节机制

我国食品’食用农产品市场总量庞大"特别是
作为食品及食品主要原材料的食用农产品市场未
能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构建可追溯的优质优价
市场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结合公
众需求分层设立不同市场"通过选良驱劣"自主发
挥有效约束与防范生产经营者潜在违法行为的市
场调节机制是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中最为关键和基
础的环节( 但目前良性的市场环境尚未建立"其调
节作用尚未能有效发挥(
’@&)社会组织协同

,食品安全法- )+*总则第九条’第十二条明确食
品行业协会’公民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食品安全
治理的职责与权利( 但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普遍
存在法律地位不清晰’独立性不强’技术手段有限
等问题"参与社会共治的能力较为有限( 本课题组
对江西省烹饪协会等南昌市社会组织调查表明%受
访者认为"南昌市社会组织自身管理较为松散"技
术能力有限"部分组织仍受行政干预"但参与食品
安全治理意愿较强( 近年"南昌市食药监管部门也

在积极探索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的实践( 如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
监督检验"鼓励高校食堂食品安全协会开展年度评
优"在湾里区食品安全示范村建设中引入村民组织
参与等(
’@?)公众认知与消费

公众’媒体的食品安全认知程度是实现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的基础条件( 本课题组对南昌市党政机关
科及以上干部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6@’’f#8
’6?>6 :**$的受访者能正确判断食品安全事件&
:’@*7f#? ’6*>6 :**$的受访者对生活中的食品安全
知识有正确的认识&?&@(6f#+6:>87&$的受访者对食
品添加剂有正确的认识&对现行我国适用于食品安全
管理的法律仍有 6*@8?f #:*>6:$的受访者认为是
,食品卫生法-"说明党政机关普法宣传工作不到位&

仅有 ’+@?8f#’’>6:$的受访者知道发生食品安全问
题向 ’+77’ 进行投诉( 在消费时"受访者最为担忧的
是食品中非法使用添加剂’重金属超标和农兽药残留
三大问题"购买食品时最关注的三个问题分别为是否
在保质期内’是否有d- 标志和新鲜度&在外出购物和
就餐时通常选择大型超市和中小型餐馆"?:@6+f
#&(>6:$受访者对路边小摊贩持/可以保留"但应加
强监管0的态度( 综上所述"南昌市公众食品安全和
法律知识还需进一步深入宣传"食品市场在短期内仍
将以中低档为主流消费(
’@:)信息公示与公众信任

在共治体系中"通畅信息交流是必要的保障机
制( 政府’企业和社会监督力量之间保持信息畅通
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有利于促发消费选择
机制"迫使食品供给者提供安全食品( 本课题组对
南昌市党政机关科级以上干部的调查中显示%发生
食品安全事件时"受访者最信任的信息来源是政府
发布的公告#67@(’f":7>6:$和新闻媒体作出的报
道 #?:@6+f"&(>6: $"因此"在社会共治体系构建
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和宣传作用"鼓励消
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信息公示
制度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强责任意识与自律意
识"引导食品安全消费的任务十分艰巨(

+)南昌市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需解决的
问题

综上分析"当前我国已在法律上确立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的原则"但从原则到实践仍需要一个发展
过程( 我国已有的治理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仍存
在诸多问题与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监管思维导致政府职能转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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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由于长期受到传统的政府本位行政监管思维
模式的影响"政府监管部门权力边界不清"行政垄
断依然存在"忽视市场调节作用"缺乏引入第三方
参与意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消费者日益增长
的食品安全需求"政府部门的监管显得力不从心"
效率低下(

第二"社会力量薄弱"共治主体发展不均( 现
有治理体系过于注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忽视’弱
化了其他相关主体的存在"造成社会其他组织 #媒
体’消费者和其他组织$发展不足"这已成为制约南
昌市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的巨大障碍( 目
前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能力普遍较
弱"积极性与主动性不足(

第三"信息交流不畅"缺乏长效机制( 随着,食
品安全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南昌市
食品安全监督抽验数据’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已
陆续推行"但传播的广度和有效性有待提高"与公
众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信
息不透明’不对称"缺乏互动沟通的现状是目前必
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7)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的构建思路
当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在我国已有了坚实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的建立
应做好顶层设计"从制度建设’责任分担’信息交
流’良性引导等 8 个方面入手(
7@’)建章立制"为体系建立提供制度保障

建议出台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0为内容的地
方法规( 现有的法规制度中适用于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实践的制度还很欠缺"特别是对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主体中的社会其他组织法定地位’在共治中承
担的责权’信息披露等内容没有明确的规定"难以
调动其参与意愿"因此"建议各地立法机构就各主
体在共治体系中的作用’权利与义务’运行机制与
保障等开展调研"进行立法探索"为体系建立提供
制度保障(

将食品安全治理内容纳入现行社会治理体系(

如将食品安全消费权益保障纳入公益诉讼制度"行
政处罚程序中开展/案件合议社会公开制度0"食品
安全监管中引入社会监督员等措施"鼓励公众更广
泛地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监督管理部门提高工
作效率(

强化道德规范的良性作用( 结合各地/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0’/文明城市创建0’/美丽南昌 幸福家
园0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等创建活动"将公民参与’企
业自律’社会组织参与等内容纳入创建要求"鼓励

公众参与监督’企业加强诚信教育"通过表彰优秀
公民’诚信企业等方式推动社会力量参与(
7@+)创新思维"建立明确的责任分担机制

创新制度实现职能转变( 责任体系是整个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的核心部分 )?* ( 根据,食品安
全法-总则中的规定%/政府在区域食品安全治理中
负总责"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包揽全部的治理工
作(0政府相关部门要改变大包大揽的单一管理思
维"通过行政委托’购买服务’行政指导’行政奖励
和补贴等制度创新实现职能转变(

强化企业自我管理实现责任分担( 食品生产
企业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另一重要主体"对生产的食
品负责( 企业可应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和行业组织
监督加强自律"或选择进行产品认证等方式自主承
担治理责任&政府可通过奖励’表彰等方式引导优
秀企业创建示范单位"推动餐饮企业打造明厨亮灶
等&鼓励保险机构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活动(

广泛动员形成合力实现社会监督( 社会其他
组织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主体"各类组织在
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担当起食品安全的监督责任"

通过信息披露和社会监督"引导市场良性发展(
7@7)信息互通"建立畅通的交流渠道

强化教育培训实现事前管理( 政府为企业提
供信息和教育培训"对食品供应链中各类企业的安
全状况开展信息披露"鼓励社会其他力量参与其
中"实现对不安全生产行为从处罚到预防的转变"
这是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事前管理的有效
途径 ):* (

引导消费实现良性机制( 通过食品安全信息
的披露与媒体宣传"引导消费者选择"通过市场调
节迫使食品供给者改善品质"实现良性循环(

形成互动有助社会和谐( 食品安全治理需要
/政府$行业$专家$媒体$公众 0 五个主体积极参
与 )6* ( 但任何信息的交流都是双向的"政府和食品
企业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积极采纳和反馈"

获取公众信任"有助社会公平"利于构建幸福和谐
的社会环境(
7@8)立足长效"培育充沛的发展动力

建立主动参与的工作机制( 在通过制度明确
政府’企业’消费者’社会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专
家等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承担对等的责任和义
务的同时"应更多地赋予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治理
中的话语权"允许其以行业组织的身份发布相关信
息"通过专家解读等形式鼓励权威人士参与评价’

宣教等"让各主体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共治
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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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参与共治的社会力量( 现阶段参与
社会共治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社会组织受行政干
预的现象还时有发生"社会组织参与意愿强能力
弱( 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对其进行扶持"如鼓
励保险机构参与食品企业管理’建立食品安全志愿
监督队伍和风险交流专家智库’给行业协会提供部
分经费等"培育社会力量逐步壮大"提升其参与治
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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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7?B

) 8 *)刘智勇B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创新与复杂性挑战)W*B中

国市场监管研究"+*’?#+$ %+6$7*B

) & *)毕井泉B在 !F9=全国局长会上关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发

言 ) ,.>3/*B# +*’?$*?$+’ $ ) +*’:$*?$+* *B EPP[%>>KKKB

PZVPIHZBCZG>I?7*’+**(?+:’’’(+*?&B

) ? *)邓刚宏B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

)W*B南京社会科学"+*’&#+$ %(:$’*+B

) : *)李洪峰B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 )W*B食

品与机械"+*’?"7+#8$ %+78$+7?B

) 6 *)曹渝"代欣"蒋美仕"等B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共治0食

品安全治理机制)W*B食品与机械"+*’?"7+#?$ %++&$++:B

.#$.

欧盟拟修订氟唑菌酰胺在多种作物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据欧盟食品安全局",F-=#消息!( 月 ’+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就修订氟唑菌酰胺"DJVYH[]_ZYH‘#的最大残
留限量发布意见$

据了解!依据欧盟委员会法规",!#SZ7(?>+**& 第 ? 章的规定!英国与荷兰收到巴斯夫公司 .=-F-,
申请!请求修订氟唑菌酰胺在多种作物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依据欧盟委员会",!#SZ7(?>+**& 第 6 章的规定!两国起草了一份评估报告!并提交至欧委会!之后转
至欧盟食品安全局$

欧盟食品安全局对评估报告进行评审后!做出如下决定’

商品 现行限量>"GM>aM# 拟定限量>"GM>aM#

葡萄 *@*’ *@+

热带根茎类蔬菜!土豆除外 *@*’ *@*+ 或 *@’

其他根茎类蔬菜!甜菜和萝卜除外 *@’* *@7

萝卜 *@+* *@7

洋葱 *@’* *@?

花菜 *@*: *@’&

其他芸苔花类菜 *@*: *@’&

球芽甘蓝 *@*: *@7

卷心菜 *@*: *@8

莴苣 8@** 8

其他莴苣沙拉蔬菜!莴苣除外 *@*7 8

菠菜和类似叶菜 *@*7 7

菊苣 *@*7 ?

花可食用类香草 *@*7 7

朝鲜蓟 *@*’ *@7

韭葱 *@*’ *@?

根类植物提取物 *@*’ *@7

根和根茎类 *@*’ *@7

菊苣根 *@*’ *@7

))"来源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EPP[’>>LNK0BDZZ‘GHPNBLNP>+*’:>*(>8877?+BEP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