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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对策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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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频频爆发对社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 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的长效机制势在

必行。本文结合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应对的经验教训, 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理念、应对方式、违法整治

和风险预警四个方面出发, 提炼相关要素并总结出四项对策, 以期为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的长效机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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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quent outbreaks of food safety emergencies caused many adverse effects on society. The 
improvement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food safety emergency response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Summing up 
experience from food safety incident response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refined four measur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on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food safety emergency response based on the response 
concept, coping style, illegal remediation, and risk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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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发生的“三聚氰胺”、“塑化剂”、“染色馒
头”、“墨汁粉条”、“地沟油”、“毒明胶”等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 不断引发社会公众心理恐慌, 危害消费者
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 影响食品行业健康发展。食
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频频爆发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 国家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在全国范
围内集中开展食品安全整顿工作, 加大食品安全违
法犯罪案件查处力度, 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环节、
重点场所的清查工作, 取得相应成效[1-4]。党的十八

大召开以后, 新一届政府把保障食品安全摆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 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
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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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职责有机整合, 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对
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5]。《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

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6], 各地区要充分认识改
革完善食品监管体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履行
地方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负总责的要求, 抓紧抓
好本地区食品监管体制改革和机构调整工作。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 如何进一步有
效预防和科学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建立长效机

制 , 仍然是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问题[7, 8]。根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危害程度不同(特别
重大、重大、较大、一般),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分为
四级(I、II、III、IV), 规定国家、省、市(地)和县人
民政府分别为应急响应行动组织。在食品安全监管职

能归并食药总局和地方政府行政区域内负总责的新

形势下, 本文总结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应对的经验, 
提炼不同范围和程度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关键共

性, 从应对理念、应对方式、违法整治和风险预警等
方面出发, 总结出四项对策, 为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应对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 

2  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对策 

2.1  应对理念方面, “立足当前、平息事态”结合

“跳出事件、解决问题” 

“立足当前、平息事态”的应对理念, 在以往应对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进程中得到一定程度采用。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直接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 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热点 , 因此 , “事
中”(事件应对过程中)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容易受
到高度重视, 资源配置充分, 成立应急指挥部统一领
导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 容易有效遏制突发事件的
事态扩大, 迅速平息事态。“事前”(事件发生之前)的
风险预警以及“事后”(事态平息之后)的追溯整改, 资
源投入需求大, 在资源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工作
难以落实到位, 容易导致出现治标不治本现象。食品
安全监管职能归并食药总局和地方政府行政区域内

负总责的新形势, 为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提供了
有利条件, 可将“立足当前、平息事态”和“跳出事件, 
解决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找出根源所在, 分类分级, 

对症下药,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仅仅“立足当前、平息事态”, 而忽视“事前”和“事

后”,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有可能“死灰复燃”, 或“改头
换面”以其它方式“卷土重来”。具体表现为: 一是发
现了问题食品但没有及时将之查处销毁, 监管风头
过后这些食品重新入市; 二是“事中”虽然没收销毁
了问题产品, 但未有效惩治刻意违法掺假造假的问
题食品生产组织团伙, 监管风头过后“卷土重来”; 三
是“事中”处理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事前”和“事
后”工作未有效衔接到位, 虽然没收销毁了问题产品
并惩治组织团伙, 但未彻底探索清楚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的内在原因并有效摧毁黑色产业链, 导致同类
型食品突发事件“改头换面”再次发生, 比如曾经有
不法商贩用添加尿素的方式冒充蛋白, 个案被查处
之后, 但用含氮非食用物质冒充可食用蛋白的黑色
产业链未被有效摧毁和抑制, 后来又发生了“三聚氰
胺”事件[9, 10]。 

要深入分析突发事件发生的深刻原因, 根源不
同, 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也应不同。以往突发事件发生
的常见原因如下: 一是不法厂家和商家基于利益驱
使而违法添加和掺假掺杂, 如“染色馒头”和“墨汁粉
条”事件; 二是生产经营者综合素质较低, 食品安全
知识及操作技术匮乏, 如误认为“甲醇”比“乙醇”好, 
用甲醇勾兑白酒; 三是限于以往的体制机制, 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衔接中出现空档, 如“三聚氰胺”事件中
的收奶站; 四是检测方法技术支持薄弱, 如“凯氏定
氮”方法间接测定蛋白质含量。在“跳出事件, 解决问
题”应对理念的具体实施中, 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避免“一刀切”的简单执法。对于恶意违法谋取非
法利益, 需要严加惩治以儆效尤; 对于因为知识技术
局限而犯错, 需要加强食品行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 
并加强市场准入把关进行分流; 对于监管空档和法
律法规不完善之处, 需要借助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的契机, 从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层面加以修订
完善; 对于检测技术方面原因, 需要加大仪器设备投
入、加强检测人员培训和检测方法及标准研发。 

2.2  应对方式方面, “压力式应对”结合“动力式

应对” 

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方式方面, 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 在外在客观压力作用下的被动应对仍然
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外在压力的源头主要有两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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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媒体报道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压力, 近年来食品安
全事件的频频发生使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持续

下降; 二是政绩考核和组织问责的压力, 不少地方政
府将食品安全问题与领导政绩直接挂钩, 通过问责
制的方法, 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媒体的报道和跟进推动了食品监管和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的应对, 同时存在着以下缺憾: 负面报道密
集出现声势浩大, 而正面报道比例不足且深度不够; 
囿于学术专业性和新闻时限性, 媒体报道的客观性
和科学性大打折扣; 少部分媒体处于吸引眼球的考
虑, 选取“有毒有害”、“致癌”等字眼大做文章, 而对
相关剂量毒理学关系避而不谈。此外, 人们对于涉及
自身健康、自身利益的事情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 在
非正式传播渠道日益发达的时代, 当出现涉及到食
品安全的突发性事件时, 人们如果不能从权威部门
得到有关事情的真相, 就会听信于民间五花八门的
小道消息, 从而容易陷入群体性恐慌。 

部分省市实行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首长负责制 , 
将食品监管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对发生重
大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 目标考核一票否决。此前部
分领导干部危机防范意识比较弱, 现在将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与政绩挂钩, 借用外在压力有助于提升该
类领导干部的危机防范意识。行政问责的背后, 具有
“食品安全出事就要有人担责”的潜台词, 同时意味
着, 把事情掩盖住了就可逃脱问责, 从而逆向激励
“摆平就是水平, 没事就是本事, 搞定就是稳定”的模
式[11]。 

从上可以看出, “压力式应对”具有一定效果, 但
仅仅采用“压力式应对”具有缺陷。将“压力式应对”和
“动力式应对”有机结合起来, 更有利于建立食品安
全事件应对长效机制。具体措施为: 一是将食品安全
问责和隐性政绩评估认可结合起来, 加强食品安全
隐性政绩的科学评估和认可 , 鼓励领导干部在“事
前”、“事后”多下功夫。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和参与, 从体制机制层面降低参与门槛, 鼓
励公民、非营利组织以及医疗机构等社会团体就食品

安全建言献策, 调动其参与积极性。三是完善行业协
会建设, 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职能, 引导行业协会发
挥其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以及其对于行业

内部的监督作用, 鼓励食品行业协会通过提供专业
数据和技术的方式来参与食品安全标准研制、帮助政

府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 鼓励行业协会向社会

提供有关食品安全的科普信息, 以减少信息缺乏带
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四是要加强对媒体报导专业性和

科学性的合理引导。 

2.3  违法整治方面, “惩罚模式”结合“理赔模式” 

2010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

动的通知》, 通知要求始终把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活动摆在突出位置, 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活动的高压态势。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明确表态, 
治乱需用重典, 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国对于食品安
全犯罪依法从严、毫不手软的态度。目前我国一些地

方食品行业的监管存在“有标准, 没检测”的情况。这
不但让相关的食品标准和规定处于虚置状态, 也让
监管人员无处下手, 从而给不法商贩提供了投机取
巧、制假贩假的空子。违法成本太低, 执法成本较高, 
在一些地方的食品批发市场由于缺乏有效的安全检

验手段和质量控制措施, 甚至成为假冒伪劣食品以
及过期变质食品的集散地。因此, 治乱用重典, 坚持
“惩罚模式”是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长效机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食品种类多样、形式复杂, 对于不安全的食
品在短期内不容易被发现, 仅仅依靠监管部门力量
有限。当前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理基本依靠政府与

企业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 其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 
这就为事件处理寻求辅助手段提供了契机, 公民参
与的柔性正好弥补政府行政手段刚性的不足。 

在食品安全违法整治方面 , 监管部门“惩罚模
式”和消费者“理赔模式”有机结合, 是发挥官方和民
间合力的切入点, 有助于创新管理方式, 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 建立让生产经营
者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 切实
落实监管责任, 不断提高食品安全质量水平。从相关
调查看来, 消费者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 大都最先
直接找销售方协商解决问题, 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应对角度来看, 这很不利于信息的采集。要鼓励公民
“理赔模式”维权, 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检举揭发, 需
构建一套激励机制: 一是加强公众参与的宣传和教
育。政府、消费者协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应加强宣传

教育, 提高公民“理赔模式”维权意识。二是简化投诉
和举报程序, 提高举报奖励额度。提高举报奖励额度
能鼓励消费者及时举报, 而简化投诉和举报程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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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降低成本角度鼓励消费者投诉。三是确保社会参

与的激励效应, 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得以实现, 增强社
会参与激励的宣传教育和示范效应[12-13]。 

2.4  风险预警方面, “兼顾模式”结合“主体模式” 

“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 风险预警是应对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的关键点之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引

入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并成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

家委员会和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 在制度上保证了食品安全危害因素控制的计划
有序, 将食品安全风险的控制常态化。食品安全问题
纷繁复杂, 除了风险监测和评估, 还需要针对涉及食
品安全隐患的领域开展纵深研究。比如说新工艺的引

入会不会导致传统食品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转基因
产品是否存在可遗传的危害等等问题, 适合以科研
项目、数据库等载体加以推进, 并需要以风险预警为
主业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深入的技术攻关。 

目前国内缺乏以风险预警为主业的科研团队 , 
技术机构和高校部分研究人员采取“兼顾模式”开展
零星研究,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遗留问题缺乏跟踪
研究,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事前”和“事后”的相关
投入严重不足。“兼顾模式”可以收集大量相关数据, 
凝聚多个相关行业的集体智慧, 但要进一步做好食
品安全风险预警工作, 需要“兼顾模式”和“主体模式”
有机结合。“主体模式”的发挥, 有助于专职风险预警
人才及团队的培养, 有助于“疑难杂症”的跟踪研究, 
为避免同类型食品突发事件重复出现提供基础支持。

风险预警“兼顾模式”与“主体模式”的结合互动, 亟待
“主体模式”的强化, 一是鼓励引导具有前期研究基
础的检测机构及科研院所, 组建专职风险预警科研
团队, 增加投入, 确保人员、资金、仪器、场所配备
到位; 二是凝练筛选食品安全热点问题, 申请科技项
目资助, 开展专项研究; 三是建立合理的考评机制, 
建立“给支持、压任务、出成果”的良性运作模式[12, 14]。 

3  结  论 

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归并食药总局和地方政府行

政区域内负总责的新形势, 为食品安全标本兼治建
立长效机制提供了契机。本文总结出四项对策完善食

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的长效机制: 应对理念方面, 将
“立足当前、平息事态”和“跳出事件, 解决问题”有机
结合起来, 找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背后的根源

所在, 跳出事件看事件, 分类分级, 对症下药, 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应对方式方面, 在食品安全问责的同
时, 加强对食品安全隐性政绩的科学评估和认可, 鼓
励领导干部在“事前”、“事后”多下功夫, 将“压力式应
对”和“动力式应对”结合起来; 违法整治方面, “惩罚
模式”结合“理赔模式”, 建立体制机制鼓励公民索赔
维权; 风险预警方面, 技术机构的“兼顾模式”结合专
职风险预警人才及团队“主体模式”, 开展风险监测
与预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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