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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六周年回顾及

成效述评——以风险监测和评估为例 

罗汉高*, 陈真亮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法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临安  311300)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自 2009年颁布实施, 至今已历时 6年, 其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所起到

的作用和仍旧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是在国际食品安全领域得到公认的预防食

品问题的重要制度之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借鉴欧美国家已经十分成熟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体系, 专

章规定了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旨在将食品安全问题给群众带来的风险扼杀在萌芽期或降至最低。目前, 国家

正在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修订, 本文拟系统的梳理有关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法律发展进程, 以此为切入点

对《食品安全法》进行回顾、总结, 对《食品安全法》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实施 6年以来的法律效果进行评议, 

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和完善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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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xth anniversary reviews of The Food Safety Law and some comments of 
its results ——in the case of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LUO Han-Gao*, CHEN Zhen-Lia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and Social, Zhejiang Forestry University, Lin’an 311300, China) 

ABSTRACT: The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acted in 2009, and it has lasted for 6 
years. We should pay our close attention on its achievements and some shortages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is-
sues.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ystems in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and 
has been fitted by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field.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from European and United States is already very mature. China’s The Food Safety Law also provisions of the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Its purpose is killing the risk of the food safety in the bud or reducing to 
a minimum. At present, because the country is carried out on the “food safety law” revision, so this article sys-
tem combing the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leg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The Food Safety Law was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paper also comments on The Food Safety 
Law risk monitoring and evolution system of legal effect of six years and discusses about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Safety Law. 
KEY WORDS: The Food Safety Law; risk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implementatio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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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以下简称《食
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问题领域的基本法律, 其中
专章规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 并以此为基
础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陈

君石院士指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
的, 它可以为食品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为确定
风险检测和管理的优先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一个政
府制定的食品安全管理措施, 哪怕是一个标准, 或者
是一个规章制度, 到底它在实施以后有没有效果, 都
要在实施前后进行风险评估”[2]。但 2009 至 2014 年
间, 从“镉大米”到“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再
到“假羊肉”事件[3]说明食品安全问题风险管理仍存

在很大疏漏。2013年 10月 10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向国务院报送《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
(以下简称《送审稿》)[4]。《送审稿》第 3条“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遵循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

控制、社会共治的原则”将风险管理确立为基本原则, 
并对第 2章“风险监测和评估”的部分进行增补。本文
拟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发展历程和实施成

效以及面临的问题展开评述, 并以此为契机对《食品
安全法》实施 6周年进行回顾和展望。 

2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历史发展 

2.1  国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历史发展 

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是从环境法中

的“风险预防原则”衍生而来。环境法学中的风险预防
原则, 是指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质量下
降或者环境破坏等应当事前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措

施, 以避免、消除由此带来的环境破坏[5], 即人们为了
应对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风险而采取的防范措施。 

食品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都具有极大的科学不

确定性,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该原则被世界各
国发展演绎到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上[6]。英国疯牛病的

爆发, 比利时“二噁英”的蔓延等食品安全事件确立
了风险监测和评估在国际食品贸易领域的地位。199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
专家委员会召开以“食品标准的制定将采用风险分析
的结果”为主题会议。该次会议首次提出要在食品安
全领域进行风险分析的理念: 食品安全的风险是客

观存在, 但通过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与风险交流这
3个步骤对食品进行风险分析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
概率 [7]。目前,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已建立起以
风险预防为理念的、“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 
2.1.1  美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 

美国是最早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国家, 食品
监管过程几乎囊括所有的食品——“从农田到餐桌”
的全程监管体系[8]。从美国的相关立法和学者的研究

来看,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以风险预防为理念的。
1997年, 美国发表《总统食品安全倡议书》[9]中明确

风险监测和评估的重要意义, 并要求建立“跨部门风
险评估联合体”。1998年美国成立了食品安全总统委
员会, 形成完备的食品监管体系。总统委员会于 2001
年向总统递交《食品安全战略计划》[10], 其中肯定了
风险监测和评估对保障美国食品安全所发挥的巨大

作用。 
2.1.2  欧洲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11]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欧
洲食品工业迅猛发展, 但复杂的食品工艺和化学药
剂的使用, 使得食品安全风险呈直线型增长。20世纪
八九十年代, 欧盟爆发疯牛病, 政府开始关注食品安
全问题并出台《食品安全绿皮书》, 确立以风险监测
和评估为基础的欧共体食品法律体系。在跨入新世纪

之后, 欧盟为实现“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
措施, 于 2000 年出台《食品安全白皮书》[12], 明确
承诺要在风险评估方面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2002
年的欧盟《食品通用法》以及 2006 年的《欧盟食品
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等一系列立法, 确立了风险监
测和评估在欧盟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地位。 

2.2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立法及风险监测和评估

制度的发展 

2.2.1  回顾《食品安全卫生法》立法及实施 
1995年 10月全国人大颁布《食品安全卫生法》, 

确立以“保证食品卫生, 防止食品污染对人体健康造
成危害”的立法目的。笔者研读法律文本, 发现法律
并未规定由于食品生产等环境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全文仅第 33 条“进行食品卫生监测、检验和技术指
导”以及第 36 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 根据需要可以确定具备条件
的单位作为食品卫生检验单位, 进行食品卫生检验
并出具检验报告”[13]有涉及食品监测技术的规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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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当时《食品安全卫生法》立法基础主要是出于对
人体健康的保障, 并未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潜在
风险性。 
2.2.2  《食品安全法》及相应法律规范 

国家层面: 2006年颁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14]第 6条“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由有关
方面专家组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会, 对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潜在危害进行风
险分析和评估”就规定对农产品进行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2009 年,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与评估”做出明确规定, 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地位。同年《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15](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就食品安全监
测和评估的实施主体、处理办法等内容做了规定。

2010 年 1 月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委局联
合制定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试行)》[16]和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17]。根据试行

规定, 食品安全监测和评估分别确定为“由系统和持
续地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

的监测数据及相关信息, 并进行综合分析和及时通报
的活动”和“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成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

理信息、科学数据以及其他有关信息做出评估, 遵循
科学、透明和个案处理的原则进行的一项监督工作”。 

2013年 10月 10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总
结过去食品安全工作和汲取各方意见的情形下, 向
国务院送审了《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18]。

《送审稿》为贯彻风险管理原则, 提出国家建立食
品安全风险分类分级监督管理制度, 从创新监管机
制方式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 
如: 国家应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按照科学、

客观、及时、公开的原则, 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第 19条)[19]。 

地方层面: 2011年 6月起浙江省技术监督局开始
实施的《浙江省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风险等级评价

与分类监管准则》[20]对食品安全风险做出了具体的

规定。2012 年北京市依据《食品安全法》、《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于修订了《北京市食品安全条

例》[21], 条例第 3 条明确指出“本市食品安全工作以
安全标准为基础, 以市场准入为核心, 以防控食品安
全输人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为重点实行产地要准出、

销地要准人、质量可溯源、风险可控制的全过程管理”, 
将食品安全风险作为了一个工作指标。 

3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实施成

效分析 

3.1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实施及

效果 

3.1.1  国家层面 
2009年 12月,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

第一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2011 年
10 月,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 并正在有条
件的省市积极筹建省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分中心[22]。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
规划》[23], 提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提升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水平、构建食品安全信息体系、建立食品安

全评估评价体系、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等重要

任务。为掌握全国食品和农产品安全状况, 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和农业部重点开展了
食品和农产品监测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建立了食品
安全风险快速预警与快速反应系统, 开展了食品生
产加工环节风险监测工作[24]。从 2000 年起, 我国开
始建立食品污染物监测网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 质
检总局还加强了食品安全风险快速预警与快速反应

系统的建设, 目前已经实现了对 17 个国家食品质检
中心日常检验检测数据和 31 个省级、244 个地市级
和 377个县级食品污染物、食源性致病菌和食源性疾
病监测点组成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截止

2014 年 5 月,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食品生产许
可获证企业”有 171511 家,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获
证企业”3284 家, 颁布“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检验机
构承检产品及相关标准”7569条[25]。 

2010 年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

品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下发的 2010 年的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计划, 是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多部门、全过程、经科学设计的风险监测工作, 监测
任务既包括对产品的常规监测, 又有对食品生产经
营过程和特定危害因素的专项监测。监测环节涵盖了

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餐饮消费各个环节, 范围覆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
中, 化学污染物和有害因素安排了 29 类食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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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检验项目; 食源性疾病致病菌安排了 8 大类 13 种
食品中的 8个主要食源性致病菌; 食源性疾病监测安
排了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 312 个县有关医疗机构发现的异常病例和
异常健康事件的主动监测。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三年, 在此期
间对我国食品安全危险因素的认定和预防起到重要

作用, 2012 年颁布了《食品中丙烯酰胺的危险性评
估》[26]、《苏丹红的危险性评估报告》[27]和《中国

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28]; 2013年
颁布《中国居民反式脂肪酸膳食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

估》[29]。2014 年 2 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
员第八次会议召开 , 此次会议总结了专家委员会
2013 年开展的各项工作, 审议通过铅和邻苯二甲酸
乙酯类物质的风险评估技术报告, 听取了“酒类氨基
甲酸乙酯风险评估”等 9 个优先评估项目进展汇报, 
讨论了 2014 年优先评估项目建议、委员会建设、全
国风险评估工作体系[30]。各部门通过动态收集、监

测和评估食品安全信息, 初步实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的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和早处理。 
3.1.2  地方层面 

浙江省: 以 2011 年为例, 全省共监测样品量近
7000件, 获得数据量近 80000个, 为开展食品安全隐
患排查、风险评估预警、地方标准制修订等提供了重

要的决策参考。根据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 浙
江省自《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 已逐步建立了覆盖
全省各市及部分县(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共
设置化学污染物、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监测点 16个, 在
10 个医疗机构开展异常病例或健康事件监测, 在 20
个医疗机构开展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 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网络直报, 不断完
善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 为全面掌握浙江省食
品安全状况和开展针对性监管执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31]。在取得积极效果的情况下, 2013年 4月 1日, 浙
江省卫生厅印发了《2013 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与标准管理工作要点》[32], 对 2013 年全省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和标准管理加大力度。 

北京市: 2011 年北京市展开风险监测和评估工
作以来, 食物中毒发生数量下降 44.4%, 发病人数降
低 30.5%[33]。2012年 8月 13日, 北京市 2012年食品
安全年中工作会召开, 2012年 1至 7月, 北京市重点
食品监测合格率达到 98.2%, 较 2011 年增长 0.6%。

2013 年 6 月 17 日, 北京市卫生局发布“2013 年北京
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明确要纳入监测的食品
化学性污染物及有害因素共 144项, 常规监测包括食
品中的农药、兽药、有害元素、真菌毒素、食品添加

剂、食品加工过程中形成的有害物质; 专项监测包括
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禁

用药物以及其他。 
各省市都积极响应建立相应的食品监测和评估

机构, 并积极展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 为食品
安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3.2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 

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在过去 6 年的实施情况来
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伊利婴幼儿配方奶粉汞含
量异常高的问题就是通过监测发现的[34]。但是, 由
于风险监测和评估在我国起步晚 , 技术相对落后 , 
加之管理体系不完善, 目前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
待解决。 
3.2.1  法律体系不完备, 制度不完善 

首先, 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看, 一方面, 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检验机构数量众多, 分属不同部门, 
明显缺乏统一和发展规划。另一方面, 风险评估又是
一个科学的过程, 独立的风险评估才能确保食品安
全立法与执法的科学性, 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但是就当前的管理体系来看, 我国的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机构尚未完全独立, 仍依附于食品安全
监管机构之下[35]。 

其次, 各部门都颁布了众多法律、规章、条例, 
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 其中很多食品安
全标准包括技术性检测标准和合格认证体系等标准

的制定并未以风险评估为基础, 标准的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都有待提高。我国虽然有关于食品质量的总体

性法规, 但仅对食品风险监测和评估作了一些概要
性规定, 没能充分反映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的要求, 而且其相互间协调和配套性也不够, 可操作
性并不强。 

再者, 2011年成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作
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领域唯一的专业技术机构, 
由于成立时间较短, 没有进行整体的规划与设计, 技
术保障能力不足, 还未形成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实
验室网络, 只是完成了一些应急和常规的风险评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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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监测范围有限, 评估技术欠缺 
食品风险监测主要集中于生产、销售等阶段的抽

样检测。较之从前, 当今食品不安全的因素可能产生
于人类食物链的每个环节, 其中生产源头是一个易
被忽视又极具风险的环节。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断扩大, 
农作物种植环境受到极大污染, 如种植地重金属、微
量元素超标, 农作物农药残留等, 导致农产品自产出
时就已具有极大安全风险。但就目前的监测体系来看, 
并未开展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食品安全
法在风险监测的广度上存在极大的缺陷, 评估结果
的可靠性也受到极大影响。 

我国新的食品种类在不断增加, 很多食品在未
经过危险性评估的前提下, 已经在市场上大量销售。
很多食品问题都是不确定性的威胁因子导致的突发

性疾病或者慢性疾病, 不能完全预防或及时应对, 这
就要求在问题发生前有极高的技术水平做出积极的

准备。目前技术水准和人力、物力等资质的限制, 如
何及时有效进行风险监测和评估成为了当前的难

题。如: 《食品安全法》第 13 条规定“国家建立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
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进行风险评估”, 但却忽略
了最为重要的一点, 环境污染引起的化学性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食品安全法》不能够在食品安全问

题中发挥到砥柱中流作用的一个最致命的要害。由

于缺乏对环境污染引起食品安全问题的足够重视, 
导致《食品安全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技术性的环境

污染问题十分被动。 
3.2.3  信息共享不充分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是一项带有极高科技含

量的预测性工作。从监测结束到信息公布, 需将高难
度的专业性知识转换为大众能够接受的信息。当前我

国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 容易误导公众, 造成恐慌。 
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分享机制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2004年 11月 22日,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
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发布暂行

管理办法》[36]。但是, 由于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法规体
系不完备, 风险分析体系的建立也尚未完成, 信息分
享机制的建立也受到了制约, 主要表现在: ①当前, 我
国风险信息共享平台未建立, 不便于信息的汇总和反
馈; ②各个地区信息的搜集和传播不全面, 广大群众

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渠道有限; ③食品安全风险信息
的传播受到某些行政部门或者企业内部相关部门的阻

断, 造成传播阻塞, 影响到食品安全风险的整体监测, 
影响到最后的评估结果。 对于这些阻碍, 没有相应的
惩戒机制予以处罚, 造成违规现象多有发生, 使得信
息的传播收集成为表面文章,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4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完善与

展望 

风险监测和评估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当前愈来愈

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降低食品安全的风险, 保障消
费者的生命和健康。在经过六年的法律实践和理论反

馈, 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 3个方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和评估制度进行完善。 

4.1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法律体系的

健全 

《食品安全法》法律条文多为原则性规定, 缺乏
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 可操作性不强。虽然相关部
门颁布了《实施条例》[37], 但几乎是与《食品安全法》
同时出台, 并未有效地实现细化法律的作用[38]。其次, 
当前试行的《风险监测管理规定》[39]中的部分条款

还有规定过于笼统的瑕疵, 如第 4 条所规定的“…有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省级有关部

门…建立覆盖各市(地)、县(区), 并逐步延伸到农村
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 条文明确国家建立食品
安全监测体系的目标, 但规定仅仅是指导性的, “逐
步”一词没有年限的限制, 且在此进程中也存在如何
协调当前有限的监测力量的难题。本文认为应当拟定

具体的监测方案, 保证监测部门有法可依。 
除了缺乏针对性的相关立法外, 对已监测评估

食品安全存在风险的法律处理和相关惩治措施几乎

是空白的。因此, 此次修订《食品安全法》, 全国人
大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必要重新审视风险监测和

评估的法律规定, 对现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内
容加以整合, 避免立法上的冲突; 制定出台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 确保我国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 

4.2  扩大食品安全监测范围 , 提高评估技术

水准 

4.2.1  食品安全监测应该覆盖“农田到餐桌”全过程 
自 2010 年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覆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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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省以来, 截至 2013年初依然有 10%的市和 53%
的县没有设置监测点 [40], 因此, 在重视国家层面的
风险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 也应保障基层风险监测
机构的建设, 建立从城市延伸到农村的监测体系等
保证措施。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 确立“农田到餐桌”
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更为迫切。依据我国

国情, 农产品生产源头环境保护需要确立独立的监
测机构, 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及时性。评估机构在做
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还要准备及时的将结果报备
相关组织。当地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 保证监测和评
估的顺利进行的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农民学习如何正

确使用化学药剂进行种植, 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4.2.2  引进人才提高评估技术水准 

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有效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

就是技术专业人才。当前, 我国掌握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人员还相当匮乏, 而且评
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 如: 确定分析范围的时候容
易忽略某些可能导致更大范围后果的错误等。所以, 
我们要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能力, 在
国际化视野和现代科技信息交流的背景下, 积极引
进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 实现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
的提升。 

4.3  加强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活动

的有效参与 

风险评估信息在食品安全信息中具有基础性的

意义, 评估信息对于规范企业生产、公众消费具有重
要的影响[41], 因此公众及时获得风险评估的结果十
分重要。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制度施行的关键在于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数据以及评估的结果能够及时

准确地在食品安全监管者、食品生产厂商、消费者间

进行传递,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食品安全风险分享机
制从信息的走向来讲, 可以分为监测与评估部门发
布信息和收集信息两个部分。一方面, 法律明确规定
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发布食品安全信息, 限
于特别地区的食品安全信息也可以由有关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卫生部门公布。信息发布的形式应当因

地制宜, 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布, 包括报纸、电视、广
播、网络等。另一方面, 关于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 主
要源于执法部门在各个环节获得的食品安全信息上

报、食品生产企业的主动食品安全信息上报以及从食

品行业协会或者消费者协会的食品安全信息上报。对

于后两种来源, 食品安全监测机构首先必须核实信
息, 确保其真实性, 分析其价值, 然后决定是否值得
采用, 再进行信息整理分类和保存, 供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5  结语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 6年以来对风险监测和
评估制度的实施是具有积极效果的。就其积极方面而

言, 全国各省市都积极响应《食品安全法》的生效和
实施, 这些相关规定和办法使得风险监测和评估机
制成为可能, 并成为了目前广泛的监测点的建立和
监测数据有效收集的保障。但《食品安全法》风险监

测评估制度在经历了 6 年的发展中仍面临着以下难
题和挑战: 第一,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法律体系
未构建; 第二,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范围不够
全面, 评估技术与国际标准有一定差距, 专业人才匮
乏 ; 第三 , 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存在障碍 , 与企
业、消费者的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完善等。目前, 通过
借鉴国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体系, 整
合国内实践中的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
估的管理和事实等细节还是有待完善, 更亟待环境
源头的风险监控和管理来保证食品安全全程的万无

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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