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建设举措及启示!!!杨丽贤"等 ! ()""" !

监督管理
加拿大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建设举措及启示

杨丽贤!陈永法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江苏 南京"9!!!%&#

摘"要!剖析了加拿大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和建设举措!发现其在建立政府内部协作机制%注重发挥行

业协会自治能力和加强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有着较为完善的举措!有效提升了加拿大食品安全水平" 建议我国

可从完善府际协调方式%转变政府对行业协会支持方式以及推进国际监管合作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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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纪以来"面对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带
来的农药残留超标(掺假使假等问题"我国尝试通
过行政改革提高食品监管效率"然而成效并不显
著"/瘦肉精0/镉大米0等事件仍层出不穷’ 这暴露
了我国传统监管已捉襟见肘"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亟
待创新 ) !* ’ 在此背景下"-/十三五0国家食品安全
规划. ) 9*中明确提出全面建立严密高效(社会共治
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为此"我国通过宣教(开展
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等举措已初步形成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格局"但仍处于发展初期 ) 3* ’

加拿大虽在政治体制方面与我国存在较大差
异"但同样经历了打击食品掺假(关注食品卫生问
题和注重食品风险监测预防三个阶段’ 通过建立

政府内部协作运行机制和丰富利益相关者参与方
式等举措"其食品安全水平得到逐步提升’ 近五年
-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食品安全综合指数排名
显示"加拿大稳居前十"因此"分析加拿大食品安全
协同治理动因和建设举措对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现
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有重要意义’

!"加拿大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成功的合作经历

在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最早是以商业利益组织
的形式存在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并积极与政府进行
对话(合作以满足行业需求’ 9# 世纪以来"食品工
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各类食品行业协会的成立并
在食品标准(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例如"9# 世纪初"加拿大制造商协会与政府合
作制定了各类食品标准"推进了-掺假法.的实施&
9# 世纪 )# 年代"加拿大食品加工商协会与农业部
下的乳品(水果和蔬菜部门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就水
果蔬菜质量和等级的判定程序达成了一致 ) 8* ’ 这
些成功的合作经历不仅加深了彼此间认识 ) (* "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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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彼此间信任"进而推动更深层次的合作 ) $* ’
!@9"食品监管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的稀缺性是普遍存在的 ) )* "食品监管资源
也不例外"其稀缺性日益凸显’ 一方面"相较市场
经济发展"食品监管制度供给相对落后’ 例如"由
于政府未前瞻性地对发展迅速的进出口食品进行
监管"致使其风险与日俱增’ 9##! 年至 9##% 年"加
拿大共发生 9) 起与进口新鲜水果蔬菜有关的食源
性疫情"造成 ! (## 人感染 ) &* ’ 另一方面"政府财政
赤字致使食品监管标准下降’ 因财政赤字"9##$ 年
哈珀政府大幅削减科学研究和数据收集的资金支
持’ 这也迫使加拿大食品检查署 #’H1HSIH1 .LLS
X1O_QE>IL1 /MQ1EW"’.X/$将肉类检验职权下放给企
业并降低李斯特菌国家标准 ) %* "导致 9##& 年/李斯
特菌0疫情的暴发’ 可见"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足以
保障公众食品安全的’ 这也推动政府转变监管思
路"借助其他主体的力量弥补其不足"实现食品安
全问题的有效解决’

!@3"实现横向治理理念的内在需求

以新公共管理为契机"加拿大提出了横向治理
理念# :LKIbL1>HJML‘QK1AQ1>$"即强调政府内部形成
/伙伴关系0以提升政府决策和服务供应的整体效
力"解决复杂公共议题 ) !#* ’ 在此理念下"相继成立
了加拿大卫生部,食品检查署食品安全和营养委员
会(联邦,省,地区食品安全委员会’ 然而"全球性
食源性疫情和粮食供应短缺等问题对其食品监管
体系提出了新挑战’ 为此"加拿大丰富理念中 /部
门0内涵"将产业界(国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纳入’
9##& 年颁布的-食品与营养监管现代化战略. ) !!*中
明确提出需要加强与合作伙伴 #联邦,省,市,国际
政府(行业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以降低人类健康
风险’ 可见"横向治理理念体现了协同治理/相互
协调(共同作用0的内涵"并引导加拿大通过多主体
协作的方式实现食品安全现代化监管’

9"加拿大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建设举措
加拿大主要从政府内部协同(政府和社会组织

协同以及政府与国际组织协同这三个方面推进食
品安全协同治理体系的建设"体现/高效性(科学性
和可持续性0的特点’
9@!"建立政府内部协作机制

为解决多部门监管造成的行政资源浪费 ) !9* "加
拿大进行机构整合"形成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相分离
的/综合性0食品监管模式#图 !$"即加拿大卫生部
负责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X/负责食品安全标准的执行(食品召回及检验’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和加拿大边境服务署 #’H1HSH
*LKSQK-QK‘IEQO/MQ1EW"’*-/$提供相应支持’ 各省
市分别负责本管辖区域内销售的小食品生产企业
和食品销售商(餐饮饭店的监督管理’

图 !"加拿大/综合性0食品监管模式
.IMRKQ!"/’LA_KQ:Q1OI‘Q0 FLLS KQMRJH>LKWALSQJI1 ’H1HSH

此外"加拿大还建立一套政府内部协作运行机
制’ 一方面"签订合作备忘录以明晰各方职权"加
强配合’ 以进口食品管理为例" 9##( 年 ’.X/与
’*-/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明确两者在食物(植物和
动物#.4/$进口(出口和在途中的行政角色和责任’
’.X/将进出口食品(动植物的入境口岸检查职能委
托给边境服务局"并提供有经验的检查员协作检
查 ) !3* ’ 例如在活体动物的进口方面"根据 ’.X/自
动化进口参考系统要求"若明确需要 ’.X/兽医检
验的可在货物到达之前联系离入境港口最近的
’.X/动物卫生办公室协作检查"并及时向 ’*-/提
供检查结果以便放行 ) !8* ’ ’.X/与 ’*-/建立了多
个工作组和指导委员会"通过定期的会议讨论和解
决 .4/计划实施中的问题"确定优先事项’ ’*-/
也会对 .4/计划实施效果进行定期审查"提出合作
优化建议’

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的委员会,临时小组以协
调各方利益"解决矛盾争端’ 以食品检验合作为
例"为协调和促进加拿大综合食品检验系统的实
施"加拿大成立了由各级部门组成的联合委员
会!!!加拿大食品检验执行委员会#’H1HSIH1 .LLS
X1O_QE>IL1 -WO>QA XA_JQAQ1>H>IL1 [KLR_" [.X-X[$’
该执行委员会由一名联邦主席和两名省级主席主
持"负责每半年举行一次的 [.X-X[会议决策’ 委员
会下设多个分委员会就各辖区的食品相关问题进
行协商执行并由分委员会主席定期向 [.X-X[报告
进展’ 此外"还制定了专门的/争议解决程序0以有
序地解决在分委员会协商过程中政策和技术问
题 ) !(* ’ 通过这些举措"加拿大有效加强食品安全政
府内部协同"提高了政府监管效率’
9@9"赋予行业协会政策协商权利和服务认可

基于既往良好的合作经历"加拿大政府不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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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层面赋予行业协会政策协商的权利"还为其搭
建了正式协商平台’ -消费者包装和标签法. ) !$*中
明确规定%/为了确定任何预包装产品的包装要求"

部长应当至少寻求一个加拿大消费者组织或行业
协会的建议0"这标志着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治
理的地位得以正式确认’ 为进一步持续推进食品
行业发展"政府联合食品产业界启动了价值链圆桌
会议#‘HJRQE:HI1 KLR1S>ĤJQO"q’;6$’ q’;6是由
整个食品产业链与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组成的针对
特定食品行业的会议"以期满足每个食品价值链的
个性化需求’ 每一次圆桌会议"政府和行业都会对
食品行业市场进行分析"并就食品政策优先事项(
目标等关键行动项目达成一致"制定关键行动项目
的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间’ 为确保决议的有效实施"

每次会议的参与人员和摘要都会及时公布在官网
上接受公众的监督’

在赋予产业界政策协商权利的同时"政府还以
资金和认证的支持方式引导食品行业协会发挥其
自治能力和专业性"并承担部分食品管理职能以提
高食品企业自我生产和管理能力’ 以危害分析和
关键控制点#T/’’4$开发应用为例"为了重振疯牛
病事件后低迷的肉类食品市场"提高食品安全质量
和国际竞争力"’.X/组织制定了-食品安全认证计
划.’ 该计划由行业协会主导"加拿大农业与农业
食品部和 ’.X/分别提供资金和评估认证支持"其
认证过程包括政府技术审查(行业实施安全性计划
和政府效果评估 3 个阶段’ 食品安全计划获得评估
认证后"’.X/将对其进行持续的监测"包括每 9# 个
月评估和 ( 年后全系统的重新评估’ 截至 9#!& 年"

加拿大鸡农开发的/农场食品安全保障计划0(制定
的/农场食品安全计划0及加拿大奶农开发的/加拿
大优质牛奶计划0已获得政府认可"并作为行业模
型系统被纳入 ’.X/风险监督中’ 通过一系列举
措"加拿大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中优势和
作用"实现政府的科学监管’
9@3"加强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为实现食品贸易稳步发展的同时保障国内食
品安全"加拿大不仅出台-加拿大安全食品法.及条
例加强进口药品监管"还将国际合作纳入 - 9#!9!
9#!$ 战略计划.和-食品和营养监管现代化战略.等
食品安全战略中’ 在此类战略下"加拿大建立了与
国外政府和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 一方面举办研
讨会议或签订谅解备忘录以实现科学方法和食品
安全信息的共享和交流’ 例如 9#!! 年"’.X/与法
国国家卫生组织签署一份科学共享谅解备忘录"加
强 ’.X/实验室与法国实验室之间在科学和风险评

估方面的合作&9#!)!9#!& 年"加拿大向中国(印
度(墨西哥等 ( 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通过与国外
政府及其产业界代表举办信息共享研讨会"加拿大
不仅收集了国外食品安全系统和出口相关的风险
情报"还加深了他国对本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认
识和理解"从根源上提高其进口食品的安全性 ) !)* ’

另一方面"建立正式的合作委员会以减少不必
要的监管差异和重复要求’ 以加拿大和美国建立
的监管合作委员会#;QMRJH>LKW’LL_QKH>IL1 ’LR1EIJ"
;’’$ 为例";’’自成立就明确了监管合作的形
式!!!监管伙伴申明或部门间工作计划,承诺"以
制度化的承诺明确合作的共同目标(具体举措及实
施进程’ 在食品安全方面"9#!( 年 ’.X/分别与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农业部发表监管伙伴声
明"建立了由双方组成的高级别联合委员会"负责
定期审查年度工作计划和合作活动的进展’ 联合
委员会还成立了相应的技术水平工作组以协调多
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解决中长期监管协调的问
题’ 例如"9#!$ 年 ’.X/(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了-加拿大2美国食品安全系统
认可协议."通过非公开食品信息的共享(定期审查
评估彼此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以及就食品安全法
规和技术问题开展合作交流三种方式"共同应对跨
境食品安全问题’ 通过多样化合作方式"加拿大保
障食品监管技术和能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实现本
国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

3"对我国的启示
3@!"完善府际协调方式"加强及时的监督反馈

9#!& 年大部制改革下"我国形成了农业农村部
负责初级农产品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
综合性食品安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多部门监管体系"并通过
/三定0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各部门及地方的职
责分工’ 然而"监管部门间协调不足和利益冲突仍
然存在’ 一方面"虽然/三定0方案中强调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需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和工
作衔接"但由于改革时间较短"政府内协调形式较
为单一"且缺乏具体的协作和约束机制 ) !&* &另一方
面"在不同的利益考量下"央地政府在食品政策(信
息进行沟通协调过程中仍存在中央向地方征求政
策意见流于形式(地方在上报信息时有所保留等问
题"导致协调实际效果不佳 ) !%* ’ 为此"可参考加拿
大做法"一是丰富政府内部协调方式’ 可采用合作
备忘录(行政协议等制度化方式明确协调合作的分
工"并制定细化的执行流程’ 明晰争议解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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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协调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二是实现协调活
动的及时反馈和监督’ 可开展定期审计或会议对
协调活动进行监督和反馈"并将其纳入各部门绩效
考核中"确保协调活动的实质落实’
3@9"转变政府支持方式"发挥行业协会的自治作用

在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不仅能实现食品
企业诉求的及时传达"还能通过制定行规行约(奖
惩机制加强食品企业自律"协助食品相关政策的落
实"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然而"我国行业协会
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普遍不具备
自我管理能力以及服务企业和协调多方利益的相
应机制 ) 9#29!* ’ 政府的监管空间和行业协会的能力
大小是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治理体制下影响行业协
会发挥的重要因素 ) 99* ’ 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优
势"可在全面总结(优化并推进其/去行政化0改革
基础上"借鉴加拿大经验"逐步建立行业协会与政
府间相互独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行业协会的
能力’ 首先可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和搭建正式
公开的磋商平台"明确行业协会参与政策协商的法
律地位和正式途径"提升其参与权限&其次积极转
变政府对食品行业协会的管理和引导方式"利用资
金和认证的方式推动其自觉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此外"还需完善后续监督体系的建立以加强行业协
会对自建体系的维护和更新意识’
3@3"推进国际监管合作"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

-9#!& 年度中国进口食品行业报告 .显示仅
9#!) 年我国进口食品金额已超 $## 亿美元"我国已
成为进口食品消费大国’ 然而"食品贸易发展加剧
国内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9#!)
年共检出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标准(未准入境食
品 8@% 万吨"共计 $ %(3@) 万美元 ) 93* ’ 为此"我国与
美国(欧盟等多国签订合作协议并出台 -进出口食
品安全管理办法."但还存在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不
统一(缺乏国际合作机制等问题 ) 98* ’ 为前瞻性地预
防进口食品安全带来的食品风险"一方面加强食品
安全国际共治的法制建设"可将国际政府及组织纳
入我国食品安全共治框架或政策中"建立完备的国
外食品安全系统评估框架并定期对其进行审查(评
估&另一方面制定食品安全合作的多边协定"可利
用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组织与美国(加拿大等全
球实践最佳的国家建立体系化(常态化的合作伙伴
关系’ 以合作委员会的方式推进监督合作计划的
实施"实现食品安全信息的跨境共享和交流"以便
对国际食品安全问题的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早
处理"保障国内消费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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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营养膳食指导
""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能有效改善营养状况%增强抵抗力!有助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与救治"
中国营养学会联合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和
救治特点!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9#!$ 版$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研究提出营养膳食指导!供公众和医疗机构参考"

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临床营养膳食指导
#一$普通型或康复期患者的营养膳食"
!@能量要充足!每天摄入谷薯类食物 9(#f8## 克!包括大米%面粉%杂粮等&保证充足蛋白质!主要摄入

优质蛋白质类食物#每天 !(#f9## 克$!如瘦肉%鱼%虾%蛋%大豆等!尽量保证每天一个鸡蛋!3## 克的奶及奶
制品#酸奶能提供肠道益生菌!可多选$&通过多种烹调植物油增加必需脂肪酸的摄入!特别是单不饱和脂肪
酸的植物油!总脂肪供能比达到膳食总能量的 9(f3#7"

9@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蔬菜每天 (## 克以上!水果每天 9##f3(# 克!多选深色蔬果"
3@保证充足饮水量" 每天 ! (##f9 ### 毫升!多次少量!主要饮白开水或淡茶水" 饭前饭后菜汤%鱼汤%

鸡汤等也是不错选择"
8@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食欲较差进食不足者%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可以通过营养强化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或营养

素补充剂!适量补充蛋白质以及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维生素 ’%维生素 d等微量营养素"
$@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适量身体活动!身体活动时间不少于 3# 分钟" 适当增加日照时间"
#二$重症型患者的营养治疗"
重症型患者常伴有食欲下降!进食不足!使原本较弱的抵抗力更加)雪上加霜*!要重视危重症患者的营

养治疗!为此提出序贯营养支持治疗原则’
!@少量多餐!每日 $f) 次利于吞咽和消化的流质食物!以蛋%大豆及其制品%奶及其制品%果汁%蔬菜汁%

米粉等食材为主!注意补充足量优质蛋白质" 病情逐渐缓解的过程中!可摄入半流质状态%易于咀嚼和消化
的食物!随病情好转逐步向普通膳食过渡"

9@如食物未能达到营养需求!可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正确使用肠内营养制剂#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 对于危重症型患者无法正常经口进食!可放置鼻胃管或鼻空肠管!应用重力滴注或肠内营养输
注泵泵入营养液"

3@在食物和肠内营养不足或者不能的情况下!对于严重胃肠道功能障碍的患者!需采用肠外营养以保
持基本营养需求" 在早期阶段可以达到营养摄入量的 $#7f&#7!病情减轻后再逐步补充能量及营养素达
到全量"

8@患者营养方案应该根据机体总体情况%出入量%肝肾功能以及糖脂代谢情况而制定"
二’一线工作者营养膳食指导
根据平衡膳食原则!一线工作者的营养膳食要做到"
#一$保证每天足够的能量摄入" 建议男性能量摄入 9 8##f9 )## 千卡,天%女性 9 !##f9 3## 千卡,天"
#二$保证每天摄入优质蛋白质!如蛋类%奶类%畜禽肉类%鱼虾类%大豆类等"
#三$饮食宜清淡!忌油腻!可用天然香料等进行调味以增加医护人员的食欲"
#四$多吃富含 *族维生素%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的食物!合理搭配米面%蔬菜%水果等!多选择油

菜%菠菜%芹菜%紫甘蓝%胡萝卜%西红柿及橙橘类%苹果%猕猴桃等深色蔬果!菇类%木耳%海带等菌藻类食物"
#五$尽可能每日饮水量达到 ! (##f9 ###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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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9#!9%!8&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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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忙碌%普通膳食摄入不足时!可补充性使用肠内营养制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奶粉%营
养素补充剂!每日额外口服营养补充能量 8##f$## 千卡!保证营养需求"

#七$采用分餐制就餐!同时避免相互混合用餐!降低就餐过程的感染风险"
#八$医院分管领导%营养科%膳食管理科等!应因地制宜%及时根据一线工作人员身体状况!合理设计膳

食!做好营养保障"
三’一般人群防控用营养膳食指导
#一$食物多样!谷类为主" 每天的膳食应有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注

意选择全谷类%杂豆类和薯类"
#二$多吃蔬果%奶类%大豆" 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 多选深色蔬果!不以果汁代替鲜果" 吃各

种各样的奶及其制品!特别是酸奶!相当于每天液态奶 3## 克" 经常吃豆制品!适量吃坚果"
#三$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鱼%禽%蛋和瘦肉摄入要适量!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 坚决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
#四$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 足量饮水!成年人每天 ) f& 杯#! (## f

! )## 毫升$!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成人如饮酒!男性一天饮用酒的酒精量不超过
9( 克!女性不超过 !( 克"

#五$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在家也要天天运动%保持健康体重" 食不过量!不暴饮暴食!控制总能量摄
入!保持能量平衡" 减少久坐时间!每小时起来动一动"

#六$杜绝浪费!兴新食尚" 珍惜食物!按需备餐!提倡分餐和使用公筷%公勺" 选择新鲜%安全的食物和
适宜的烹调方式" 食物制备生熟分开%熟食二次加热要热透" 学会阅读食品标签!合理选择食品"

#相关链接’:>>_’,,PPPD1:EDML‘DE1,O_O,O)&&$,9#9##9,H$%FS3$S(8(!8E(H%H3F8($!&&ÊE89&DO:>A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