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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12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11日在京启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2012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以“共建
诚信家园，同铸食品安全”为主题，很有现实意义。希望食品安
全办会同有关方面创新形式，讲求实效，强化诚信教育，严格
外部约束，营造惩恶扬善、明信知耻的氛围，推动建立让诚信
者获益、失信者受惩的长效机制，使食品生产经营者不敢、不
能也不愿生产伪劣食品，引导激励全社会共同参与、维护和监
督，努力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紧紧围绕
“共建诚信家园，同铸食品安全”的主题，利用多种媒介和载
体，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展示食品安全治理
整顿成果，介绍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惩处严重失信行为的
典型案例和重点部署，进一步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诚信意
识、法律意识。同时，深入宣传诚实守信模范单位和个人，激浊
扬清、弘扬正气，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浓厚氛围，增强生
产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自觉性；广泛普及食品安
全知识，动员全社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形成维护食品安全的
强大合力。

作为每年食品安全周的重头大戏，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工信部、农业部等 11个部门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在京召开。

面对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和人们对于“入口安全”的强烈
需求，“追溯体系建设”成为本届食品安全论坛的最热门话题。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一直是公众关注度非常高的话题。据
了解，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建立始于欧洲疯牛病的发生。为了
应对危机，欧盟建立了牛及牛肉标识追溯系统，随后，加拿大、
美国、日本纷纷引入，到现在，这一系统被推广到禽类、鱼类、
蔬菜产品等大部分农产品当中。

尤其是在去年，欧洲蔬菜因为受到致病菌感染造成了很
大恐慌，后来欧洲各国通过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很快地寻找到
致病源，当时欧洲的行动能力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件
事情。这几年主管部门也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作为工作
重点，非常上心。

本届食品安全论坛包括“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中国食品全产业链监管之道”、“完善追溯体系保障学生餐桌
安全”等话题。在此背景下，雨润集团打造的全程冷链和追溯
机制的食品安全保障模式再次受到业界关注。（赵璐 秋彤）

为食品穿上安全“外衣”

名企信息

近日，2012 SIAL CHINA———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
在上海闭幕。据统计，此次展会共有来自 80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家商家参展。作为中国乳品企业的领军者，伊利集团参展
并受到中外来宾的热切关注。展会上，伊利金典有机奶、帕瑞
缇、冰工厂等 9款产品同时获得主办方授予的产品创新大奖。

据了解，SIAL国际食品展览会是全球食品和饮料行业顶
级展览贸易会。“SIAL CHINA———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
会”是“SIAL国际食品展”的亚洲子展，已成功举办 12届，是推
动中国“国内、进口和出口”三大贸易市场的重要平台。此前，
伊利的 QQ 星儿童成长牛奶分别在 2009年和 2011年拿下该
展会的产品创新大奖。

今年，产品创新大奖再次花落伊利，共有 9款产品获此殊
荣。除了一向广受认可的伊利金典有机奶、QQ星儿童奶之外，
儿童成长奶片、营养舒化奶 CPP型、巧乐兹巧蔓菲、味可滋乳
饮料、冰工厂超果炫、意品冰淇淋、帕瑞缇高端酸奶凝酪这 7
款伊利新品也获此大奖。其中巧蔓菲、帕瑞缇等新品系列尤其
受到现场观众的青睐。

作为中国乳业领军者，伊利集团多年来投入大量精力用
于产品科技研发，在这一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如今，高附加值、
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已超过伊利业务总额的 40%，接近发达国
家乳业巨头的业务结构。多年来，伊利所做的努力得到了消费
者的广泛认可，这也是伊利一连 9款产品在此展会上同时获
奖的重要原因。主办方表示，经过严格的市场检验，伊利不断
巩固着在消费者心中的认可与信赖，赢得大奖名至实归。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伊利 9款产品获中食展创新奖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品产业获得了
空前的发展，各种新型食品层出不穷。
但近几年来，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
件，如三聚氰胺、塑化剂、毒胶囊、含汞
奶粉等事件，使得我国乃至全球的食
品安全问题形势十分严峻。这些事件
与食品包装的联系也相当密切，三聚
氰胺、塑化剂、明胶都是食品包装材料
或制造助剂，汞在包装中也有存在。

食品包装被称为“特殊的食品添
加剂”，是现代食品生产的最后一道
工序，作为食品的“贴身衣物”，已经
成为食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安全性将直接影响食品质量，不合
格的食品包装在使用中会造成有毒
有害物质的迁移，对人体健康，尤其
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发育产生重
大安全隐患。

食品包装标准滞后

食品包装材料使用量大、覆盖面
广，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关资料
表明，我国每年仅一次性饮料杯需求
量就有约 200亿只，并且以平均每年
超过 15豫消费量增长；2011 年我国
方便食品约有 1000亿份，其包装材
料涉及各种纸制、塑料、陶瓷和金属
食品包装容器。近年来发生了多次由
于包装中有害物质迁移导致的食品
安全问题，如有毒奶瓶、有毒保鲜膜
等事件，更加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包装
本身安全性的关注。
针对食品包装安全问题，国家质

检总局决定于 2006年开始对食品包
装产品实施市场准入制度，旨在促进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全面质量管理
水平，确保食品用包装制品的质量安
全。该制度的监管对象是食品包装制
品的生产企业，只有通过了合格审
查，方可从事食品包装产品的生产销
售活动，主要为生产环节前的监管，
即事前监管。
此外，2002年 3月 1日，国家质

检总局发布实施了《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管理办法》，2011 年 2 月 1 日
起，已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
法》（国家质检总局令 133 号）所代
替。监督抽查所抽取的样品为经企业
检验合格的已在市场上流通或近期
待销的样品，主要为市场流通环节的
监管，即事后监管。

2010年，卫生部、质检总局、工商
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几大部
委联合印发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
理规定(试行)》，规定了食品安全的风
险监测制度。但是，真正针对食品包
装在生产环节中的安全性能的检测
评价，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

2008年 9月 9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了《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
使用卫生标准》（GB9685-2008），并于
2009年 6月 1日起实施。作为国家强
制性标准，GB9685-2008 规定了食品
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允许使用的添加剂品种、使用范围、最
大使用量、特定迁移量或最大残留量及
其他限制性要求，该标准强调没有列入
标准的物质不得用于加工食品用容器、
包装材料。这部标准是食品包装中最重
要的关于食品包装安全的国家标准，也
是关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导文件，对保
证食品包装及其内装物的食用安全起
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

监管难在标准不统一

影响食品包装安全的因素主要

为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添加
剂，如纸包装材料中的消泡剂、脱墨
剂、施胶剂、湿强剂等，塑料包装材料
中的各种抗氧剂、增塑剂、增粘剂、稳
定剂等。这些物质在生产中被添加进
包装以改善包装的物理、化学性质，在
包装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以小分子形式
进入食品，从而引起食品安全问题。

现行的市场准入制度、监督抽查
制度及风险监测制度中的检测环节
中，各个质检机构均依据的是各类产
品标准，可检测的项目非常有限，仅
包含最基本的微生物、重金属（铅、
砷）、溶剂残留、荧光性物质和卫生性
能等指标，远远低于《食品容器、包装
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 准》
（GB9685-2008）中的规定。GB9685-
2008中规定了 985 中可以在食品包
装材料中使用的添加剂的使用要求，
但因种类多，涵盖广，提高了检测和
监管的成本和难度。国家对于食品包
装的准入制度的检测还停留在仅有
的几部国家食品包装卫生标准上，检
测项目屈指可数，而这仅有的几部标
准与 GB9685-2008之间也有差异，如
GB9685-2008 规定荧光性物质的最
大使用量为 0.3%，在目前仍在使用的

GB11680-1989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
标准中规定却为每 100 平方厘米不
大于5平方厘米，这种在新旧标准上的
不匹配还有很多。
其次，为了弥补检测方法的不足，

食品包装检测大量使用了食品标准，
而食品包装与食品从材质、理化性能，
污染物或有害残留物上均存在很大差
异，这也阻碍了食品包装检测行业的
发展及食品包装安全监管的推行。

另外，我国对食品包装的准入制
度、监督抽查针对的是企业生产前和
市场流通后的环节，而对生产过程的
监管还是一片空白，食品包装生产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随意添加各种
助剂，而监管机构只根据标准对其成
品检测其中几种主要有害物质，这极
易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

综上所述，食品包装安全是食品
安全中的重要一环，其属于食品安全
范畴，却有其自身特性，并不能照搬
食品安全监管及检测办法，必须按照
食品包装的特殊性制定更有针对性
的政策，以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
（作者单位 : 中国包装科研测试

中心）

6月 11日—17日，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2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
知》（国办发［2012］16 号）及《食品安
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
年）》的部署，2012年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的主题为“共建诚信家园，同铸
食品安全”。

近年来，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
膏、毒生姜、墨汁粉条……频繁发生
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次次触动消费者
脆弱的神经。

为什么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
件此起彼伏？每当食品安全事件曝光
后，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
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后，不少企业为此
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轰然破产，但仍
有企业“前仆后继”？曝光的食品质量
问题到底该由谁来管？有关部门为何
在媒体曝光后才加大监管和执法？我
们的监管为何不能做到“未雨绸缪”？

目前我们的监管体系存在深层
次的体制性障碍。

据了解，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
律有许多，但经常碰撞“打架”，法律
之间有很多交叉，“分段监管”模式特
征明显，最典型的便是《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

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组
成部门来看，目前对外正式公布的有
13个，包括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农业
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
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在对
食品安全的实际管理中，不同食品品

种、不同环节，都有不同的部门在管
理。监管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职能交
叉、模糊与空白地带。甚至不同地方，
监管体系都有所差别。

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顾振华认为，我国管理食品安全
的部门有很多，这些部门是“铁路警察，
各管一段”，需要一个牵头协调的部门。
分段监管，可能存在一些弊病，但《食品
安全法》确定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为“分段监管与综合协调相结合”。

三年来，《食品安全法》为推进我
国食品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动力。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凸现了矛
盾与问题。
《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卫

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
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
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但现
实是，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与协作，产生了大量监管盲区，很多
不法行为只能以阶段性的“严打”的
方式才能暂时遏制，无法斩草除根。

在 2011年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中 ,
违规加工生产馒头的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 ,并非没有监管 ,监管部门一个月
会抽查一次。当监管部门来检查的时
候 , 公司就把东西拿到办公室给他们
检查 , 不让他们去车间 ,“他们一来我
们就把车间的门关上 , 不让他们进
去”。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
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多
年的经验证明 , 一个事情如果一个部
门管不了,多个部门必然也管不好。消
除监管真空地带、建立无缝对接的监

管理念已经提了很多年, 但在执行上
依然不到位。

此外，食品安全标准也是导致诸
多食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长
期以来，我国的食品行业标准一是太
老太少且未与国际接轨；二是太乱，
包括卫生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在内的
各标准间重复交叉、层次不清，甚至
还有同一个产品互相矛盾的标准。
2011年“全球最低乳业标准”更是引
起业内轩然大波。

数据显示，早在 20世纪 80年代
初，英、法、德等国家采用国际标准的比
例已达 80%,日本国家标准有 90%以上
采用国际标准，而目前我国食品安全
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为 60%。

由于标准的滞后，产生了诸多不
良影响：一是造成执法的空白；二是
造成广大消费者的恐慌和误解；三是
造成部分企业“喊冤”，企业、专家、消
费者各执一词，长此以往，无形中使
整个行业受到巨大伤害。因此，应加
速完善食品标准，组织制定和完善包
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
企业标准在内的食品标准体系。

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
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日前
表示，最近一项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
显示，我国平均 6个半人中就有 1人
次罹患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已成
为我国头号食品安全问题。

在近日举行的“2012年国际食品
安全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
记处书记徐延豪表示，食品安全不仅
关系到 13 亿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
全，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体系十分紧迫。
对于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教授周立认为, 食品安全链上的生
产者、消费者、企业、政府四个主角都
有责任 ,并且环环相扣，每个主角扮演
的责任需要清楚地界定，既要明白共
同的收益也要有相应的约束机制。

确保食品安全就是企业健康的
第一要素。我国食品工业是一个充分
竞争性的行业，在市场的舞台上，千
千万万的国企、民企和外企构成了这
个市场竞争的主体。为企业设定一个
全产业链的标准十分必要，如原料品
控、质量工艺、渠道管控等，从而在根
本上对食品安全进行控制。

2012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6
月 11日在京启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
批示。

李克强指出，食品安全是事关每
个家庭、每个人的重大基本民生问
题，必须在加强监管、坚决严厉依法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同时，着力
提升整个食品行业的道德诚信素质，
这是实现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的根本基础。2012年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以“共建诚信家园，同铸食品
安全”为主题，很有现实意义。希望食
安办会同有关方面创新形式，讲求实
效，强化诚信教育，严格外部约束，营
造惩恶扬善、明信知耻的氛围，推动
建立让诚信者获益、失信者受惩的长
效机制，使食品生产经营者不敢、不
能也不愿生产伪劣食品，引导激励全
社会共同参与、维护和监督，努力提
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杜悦 崔洁

食品安全事件为何频发
陈青松

记者观察

6月 7日，“中粮奥运项目组织机构”正式启动暨奥运项
目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中粮福临门大厦召开。中粮奥运项目领
导小组组长、集团副总裁迟京涛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国食品市场部关于中粮签约中国奥委会所
获权益及工作流程等基本情况的通报，就中粮奥运项目工作
小组人员分工、实物赞助费用分摊方案进行了研讨，对下一阶
段工作进行布置和安排，提出了工作要求。

会议指出，随着 5月 28日中粮集团与中国奥委会的正式
牵手，中粮集团也即将拉开“中粮产业链，冠军能量源”的奥运
营销征程，为确保奥运权益的合理高效使用、奥运战略的顺利
有序实施，希望各经营中心共同努力、群策群力将奥运营销活
动策划好、实施好。

奥运项目工作小组明确并细化了工作机制和工作内容，
以确保切实有效推进奥运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粮奥运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工作小组组长、中国食品
董事总经理栾秀菊，中粮屯河总经理覃业龙，集团质量与安全
管理部副总监陈志刚，集团办公厅秘书部总经理施苏建，中土
畜香精香料总经理李德明，集团办公厅公关部、财务部、法律
部，中粮肉食，中国粮油大米部、小麦加工事业部以及中国食
品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30余人参加了会议。

第八届世界华人直销大会发布《2011年亚太地区直销业
年度报告》显示，雅芳在全球直销业绩百强排行榜上遥遥领
先，雅芳中国却跌出中国持牌直销企业营业收入排名前十。安
利业绩全球排名第二。

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最大的直销地区，营业收入为 555亿
美元，占据 42%的市场份额，是全球直销行业的核心地区。其
中日本、中国、韩国分别占全球直销企业收入的 17%、9%和
7%，均入围全球营业收入前十大直销国家，三个国家的直销
行业收入占亚太区 79%。

未来十年，百胜餐饮集团将在黑龙江省每年采购至少 10
亿元人民币的优质农、副产品，并保证连续十年的采购份额，
从而达到“十年百亿”目标。

据介绍，未来十年内，黑龙江省将为百胜协调在省内举行
涉及农、副产品的经济论坛、展会以及考察等活动，为其实现
采购份额、扩大采购份额创造有利条件。

百胜餐饮锁定百亿采购大单

安利位居全球直销百强第二

“中粮奥运项目组织机构”启动

编者按：
近年来，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毒生姜、墨汁粉条……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次次触动消费

者脆弱的神经，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2012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共建诚信家园，同铸食品安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食品安

全领域也同样如此。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9年《食品安全法》公布实施以来，我国共制定公布了 185项新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那么，这些新国标的出台会对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在食品
安全标准的制定等工作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目前我国的监管体系还存在哪些障碍？

针对这些问题，本刊通过记者调查和专家约稿等方式进行了深度解读。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为了提
高食品犯罪的违法成本，不仅需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的标准体系，努力消除监管盲区、死角，更重要的是要
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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