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所以仅仅把“取缔”理解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似

有不妥。

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 ,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 ,作为义务主体的行政相对人不

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时 ,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根据

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 ,依法采取的强制

措施 ,迫使其履行义务。有的学者也专门把行政强

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专门

作以下的区别 :第一 ,从主体上看 ,行政强制措施主

体 ,限于行政主体 ,不包括司法主体 ,但行政强制执

行主体既包括行政主体 ,也包括司法主体 ;第二 ,从

行为过程上看 ,行政强制措施属于中间行为 ,行政强

制执行则属于对最终行政行为的执行行为 ;第三 ,从

保障功能上看 ,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事先保障措施 ,

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一种事后保障措施 ;第四 ,从法

律救济途径上看 ,行政强制措施适用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 ,行政强制执行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通过对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特

征比较 ,似乎发现“取缔”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更接近

于行政强制执行 ,但又不能把两者划等号。因为行

政强制执行要以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前提

的 ,而“取缔”只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所以有的学者

提出取缔应该是行政决定加上行政强制执行。这是

有一定法学道理的。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把“取缔”作为行政强

制措施是欠妥当的 ,而把它作为行政强制执行又觉

牵强 ,但作为一种限权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能更恰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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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质量合格食品电话索证的可行性分析

陈涛安 　徐 　健 　张 　辉 　董文兰

(山西省卫生防疫站 ,山西 太原 　030012)

　　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及厂家质检部

门、卫生防疫站的食品卫生质量检验报告 ,是判定食

品能否上市经营的依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食

品种类、食品经营网点越来越多 ,使食品卫生监督工

作日益繁重 ,需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 ,建立敏感、准

确、适应市场发展的索证系统。为了加强食品卫生

监督管理 ,预防和控制疾病 ,保护人民群众健康 ,我

站根据社会需要 ,研究开发了“山西省卫生质量合格

食品电话索证系统”。该系统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在

我省正式启动 ,并确定 16802000 为我省统一的食品

索证电话 ,任何一部电话拔该号码 ,再通过电话语音

导航输入产品条形码编号 ,即可获得该食品的卫生

质量情况。实践证明 :卫生质量合格食品电话索证 ,

减化了食品经营场所索证过程 ,提高了食品卫生监

督效率 ,调动了社会团体和个人对食品进行社会监

督的积极性 ,保障了食品合法生产经营者及广大消

费者的利益。该系统是计算机技术、电信技术、食品

卫生管理经验相结合的结晶 ,其可行性及社会效益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选择了正确的技术路线　电话作为各社会团体、

家庭及公共场所中最普及的通信工具 ,分布在全社

会各个角落 ,已成为人们进行交流及获取信息的重

要手段。该系统借助于电话网 ,在电信部门的支持

下 ,可同时接受 300 个索证电话 (只按市话标准收

费 ,免收信息费、长话费) ,它以食品唯一条形编码为

电话查询依据 ,保证了索证准确性。该系统工程充

分地利用了现有社会资源 ,使之具有了投资小、见效

快、易普及的特点。该系统在全社会共同支持下运

行 ,全省统一使用 16802000 食品索证电话 ,维护了

食品卫生质量合格索证的严肃性、权威性、公证性。

2 　跟上了经济时代的步伐 　21 世纪 ,食品与各类

产品一样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内涵 ,价值不仅要从质

量、感观上衡量 ,而且还要从技术、工艺、文化、品牌、

健康等越来越多的方面进行衡量 ,其无形价值部分

保存于信息载体 ,通过信息的传播表现出来 ,在商品

交换中起到重要作用。该系统利用电话索证信息手

段 ,充分表现了产品卫生质量合格的无形价值 ,既能

使广大消费者在产品选购中有手段查询其无形价

值 ,又能推动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依法办事、

规范行为 ,创造其无形价值。该系统作为食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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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合格的信息载体 ,被人们在电话中普遍应用 ,必

将推动食品市场健康发展。

3 　改进了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方法 　80 年代初是食

品市场的形成阶段 ,产品种类单一 ,生产规模小 ,生

产量少 ,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 ,随着食品经济

的发展 ,产品种类增多 ,生产规模扩大 ,生产量猛增 ,

食品市场已成为一个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广大消

费者已具有了健康保障意识和明白消费的观念。

“卫生质量合格食品电话索证”语音系统充分利用了

经营者、消费者的健康保护意识 ,建立了一支以卫生

部门为指导、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强大的社会监督

队伍 ,使食品的卫生质量受到卫生监督部门和社会

的双重监督 ,全社会运用“电话索证”共建健康、卫

生、文明的食品营销环境。电话索证方法顺应了市

场经济规律 ,拓宽了卫生监督覆盖面 ,加强了管理力

度 ,提高了工作效率。

4 　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赢得了市场　由于优、劣质

产品并存于食品市场 ,生产经营单位投入巨额广告

资金也难以摆脱与劣质产品的混战 ,只得到了事倍

功半的效果。及时向广大消费者证明产品的卫生质

量是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期望解决的难题。食品电

话索证系统对生产企业的食品作了客观性、权威性

公布 ,起到扶优汰劣 ,净化市场 ,指导消费作用。食

品生产企业可利用电话索证向社会证明产品的卫生

质量 ,食品营销商可利用电话索证选择经营卫生质

量合格产品 ,该系统为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创造了

经济增长点 ,引导他们通过保证产品卫生质量来赢

得市场。

5 　增强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广大消费者通

过电话索证系统轻松、快捷地选择了卫生质量合格

的放心食品 ,为他们自觉保护消费权益提供了手段 ,

增强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激发了广大群众与

不法生产经营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6 　体现了食品卫生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食品纳入

电话索证的基本过程是 :生产经营单位主动提出申

请 ,经卫生防疫部门审核 ,将卫生质量检验合格食品

的有关信息 ,以语音文件方式装入到电话网相关设

备 ,即可进行电话索证。该系统在全社会的支持下

具有了业务、技术、信息优势 ,该系统的运行服务于

食品的生产、经营、消费全过程 ,有力地抵制了劣质

食品在市场上的倾销 ,促进了优胜劣汰、公平竞争 ,

代表了消费者、合法生产经营者利益。

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卫生质量合格食品电话索

证系统工程后 ,索证电话呈逐月快速上升 ,表现了消

费者为健康消费、明白消费的意识。超市、商场自发

地组织了食品代理商学习电话索证方法 ,邀请卫生

防疫部门专业人员讲解电话索证的社会意义 ,表现

了抓住商机依法经营的敏锐眼光。许多食品生产企

业主动接受卫生监督、监测 ,依靠卫生部门的业务知

识、技术优势力争全优食品 ,表现了企业的品牌意

识。各媒体机构也积极支持该系统工程的实施 ,通

过电话、广播、报纸及时广泛地宣传食品电话索证的

社会意义 ,引导人们主动参加索证活动。截止 2000

年 10 月统计 ,参加电话索证食品的已达 3 000 余种 ,

每月有 10 000 余个消费者电话索证。食品电话索证

的社会作用启示我们 :要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

需求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只有敢于运用新技术 ,借鉴

新方法 ,才能提高管理水平 ,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方法

要适应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

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能有效地提高卫生质量合

格食品市场占有率 ,保护人民群众健康 ,振兴我国食

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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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售月饼卫生状况及现行国家卫生标准的适用性探讨

崔亚珍 　高卫平 　连西兰 　贺莉娜 　周 　琪 　阎 　梅

(陕西省卫生防疫站 ,陕西 西安 　710054)

　　月饼作为我国人民中秋节的传统食品 ,近年来

无论在市场供应数量及花色品种上都有很大的发

展。为了解我省市场销售的月饼的卫生质量状况 ,

我们于 1996～1999 年对我省市场销售的月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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