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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产权语境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 

郭  庆*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 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规制设计工作的不足与弊端，因此有必要加强我

国食品安全规制水平，有效地保障我国食品行业的知识产权。现阶段, 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对知识产权的关注度

普遍较小。本文立足于知识产权语境, 结合实例论述了知识产权与食品安全的联系、对我国的相关食品安全法

规进行了解读, 并对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建设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全规制方法进行了阐述, 

提出了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法, 以期推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全规制设计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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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od safety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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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food safety incidents exposed the deficiencies and drawbacks of the 

design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n China,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n China, and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food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In present period, the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generally less emphasized in food safety field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ood safety combined with some 

examples, unscrambled relevant food safe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explained the problems in those 

regu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means of building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based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hic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 design work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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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民以食为天 , 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拥有全世界最庞大

的食品供求体系。近年来 ,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 暴

露了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诸多不足与弊端。在很多食品

安全案件中都存在知识产权侵犯问题 , 例如 , 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不法分子假冒金龙鱼和鲁花等知

名品牌的注册商标, 非法销售假冒伪劣的金龙鱼和鲁花

牌食用油的案件。因此, 制定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规制

迫在眉睫。当前, 在我国的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中尚缺乏

知识产权保护的理念, 所以应该强调知识产权理论在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中的应用, 结合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来设

计有效的食品安全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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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理论强调知识的所属权, 也就是权利人对

自己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享有财产权利, 包括著作权、专

利权和商标权等。在食品行业的商业竞争中, 一些生产商

为了打造良好的口碑,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 其产品

的配方及生产工艺均属于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与保障

食品安全密不可分。 

2  知识产权与食品安全的联系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食品安全保障息息相关、联系紧

密。我国出现的许多食品安全纠纷都涉及到了知识产权侵

占问题。例如, 一些不法分子刻意收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食品品牌产品的包装, 然后在其中加入劣质原料, 达到以

次充好的目的, 有关部门曾查处了假润田矿泉水、假茅台

酒、假中华烟和假脉动饮料等。这种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以及生命健康权, 同时还造

成了品牌的外包装设计知识产权持有者的利益损失, 严重

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1]。这些假冒伪劣食品往往存在严

重的卫生问题, 如果消费者食用后出现健康问题甚至食物

中毒现象, 往往会对该食品品牌进行追溯, 严重影响品牌

的声誉。 

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工作中, 执法人员处理了大

量商标侵权、外包装设计侵权等案件, 许多不法分子假冒

名牌商标销售劣质商品。由于被假冒的品牌拥有广泛的消

费者基础, 所以盗用名牌商标往往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回

报, 这是不法分子不惜冒着违法风险, 对假冒商标、伪造名

牌商品的行为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2]。 

总体上看, 我国尚缺乏贯穿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

全规制, 现有的食品安全规制虽然涉及了部分知识产权保

护, 但是对侵权人的处罚力度相对较小, 难以形成对不法

分子的有效震慑。我国的《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法

律并不包括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但是一旦涉及到食品安

全, 往往都是涉及到公众安全的重大事件, 可以由食品专

利审查部门介入。 

目前, 食品安全规制中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探讨

尚不深入, 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并不完善, 因此使得执法

者无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人员进行有力打击。《专利法》第

五条明确规定, 如果该发明创造妨害公共利益, 违背社会

公德和法律, 不应该赋予其专利权。食品领域主要的相关

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 然而在这些法律中大多只是

就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并由相关部门通过强

制性标准、部门规章及实施条例等方式公布具体规定, 从

而构成食品安全监管体系[3]。近年来, 我国政府越来越重

视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不断地修正、补充和优化食品安全

规制, 但是对规制的改良工作很少涉及到对企业知识产权

的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的漏洞使得犯罪分子有了

可乘之机。 

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规制中涉及到知识产权、专利的

标准、条例和法规主要包括: 《饲料添加剂安全食用规范》

(农业部公告第 1224 号)、《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

合物清单》(农业部公告第 193号)、《淘汰兽药品种目录》

(农业部公告第 839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

的药物品种目录》(农业部公告第 176号)、《保健食品中可

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

物质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质名单》、《保健食品禁

用物品名单》、《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

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1-6批)和 GB 26687-2011《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等。 

3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法规不完善 

当前, 我国拥有多部关于食品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 

其中有《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食品安

全, 但是仍存在较多问题。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对食品卫生及质量等方面作出了一些规定, 然而这些规定

缺乏针对性和实质性, 并且各类食品法律法规之间的交集

较少, 使得执法人员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缺乏有效的法律

依据, 从而难以保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进行[4]。 

另外, 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于知识产权

保护的探讨较少, 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食品安全制

度的可操作性不强, 法律条文较为宽泛及原则化, 相关部

门的执法权限也有所差异, 因此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严重

程度的判别缺乏合理性和系统性, 从而影响了食品安全保

障工作的进步。例如《专利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如果某

一项发明创造妨碍了公共利益, 违背了社会公德和法律, 

则不应该授予其专利权, 但是并未明确将涉及食品安全的

问题划归到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中去, 也没有规定相应的

处罚措施[5]。 

3.2  组织结构缺乏合理性 

食品安全规制的组织结构缺乏合理性是造成食品

安全规制质量低下的关键原因。目前, 国内食品安全规

制制定工作由多个政府部门协同开展, 由于各部门之间

的利益很难统一, 所以食品安全规制设计工作面临着尴

尬的局面。 

3.3  食品安全技术较落后 

我国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为

落后, 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 

二是相关的检测设备数量较少、质量参次不齐。我国虽然

拥有众多卫生检验机构, 食品安全检验人员数以十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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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某些检测单位缺乏先进的检测设备, 同时部分技术人

员的经验也较少, 难以胜任食品安全检测工作[6]。 

4  如何建设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全规制 

4.1  提升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建设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全规制的过程中,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结合工作经

验, 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提升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人员

的综合素质: ①引进高素质人才。检测单位可以与相关高校

进行合作, 有针对性地培养专业对口且能力出众的高素质

检测人才。与此同时, 实行资质证书上岗制, 淘汰不具备资

质证书的技术人员[7]; ②提升在岗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检

测单位应当着力于对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进行强

化, 使得技术人员明确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食品安全保障与

我国法制化环境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技术人员对食品安全检测工作

的积极性, 检测单位应当设立合理的奖罚制度。提升技术

人员综合素质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检测的技

术水平, 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8]。 

4.2  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 

先进的检测设备是保障食品安全检测工作质量的基

础, 落后的检测设备非但无法确保检测工作的质量, 反而

会影响执法人员的判断。在检测知识产权侵权食品质量的

过程中, 必须最大程度地确保每一项检测数据的真实性与

客观性, 这样方能为司法部门对涉事人员的定罪工作提供

最有效的依据, 保护被侵权方的利益, 对涉事人员作出最

合理的处罚[9]。 

食品安全检测设备造价高昂, 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大

在购买检测设备方面的资金投入, 同时完善设备购买资金

使用的监督流程, 确保每一笔资金能够用到实处。 

4.3  健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我国虽然拥有众多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但是涉及知

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仍不健全, 由此造成了食

品侵权行为认定不清、处分不力等现象的出现, 这不仅不

利于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开展, 也对我国的法制环境造成

了一定的破坏。为了更好地落实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的健全工作, 保障新法规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我国应当借鉴部分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立法经验[10]。例

如, 美国是食品消耗大国, 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建设工

作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立法工作

采用了单项立法手段, 即充分细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分

别制定针对肉类、蛋类及乳类等多种类食品的检测方法, 

而我国的许多食品检测法律法规是通用的, 然而不同种类

食品的检测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使用通用的食品检测

法律法规不甚合理。因此, 在设计基于知识产权的食品安

全规制的过程中也可尝试遵循单项立法原则, 有针对性地

落实食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制定严格的侵权行为判定

体系, 最大化地保护被侵权方的利益。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 以美国为例, 其食品安全监管

机构包括国家环境保护署、药品管理局和食品安全检疫局

等。由于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主要以食品种类为依据来划

分职责, 为了填补监管空缺, 食品安全监管的各机构都要

保持密切的联系, 并达成相应的协议。美国食品安全监管

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儿童食品安全委员会, 其具有代议制, 

由国家环境保护署、商业部及农业部抽调相关人员共同组

成, 而且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具有立法和执法权。这种权

力集中的模式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管理规制的操作性。这

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规制中针对知识产权规定的模糊状

态有一定的启发[11]。 

4.4  建立信息管理平台 

为了有效地提升食品市场的信息透明度, 必须要建

立健全的信息管理平台。现阶段, 互联网普及程度极高, 公

众获取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途径越来越丰富, 因此, 建立

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平台能够很好地打击食品造假行为、降

低食品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发生率。一直以来, 公众在食

品安全监督工作中都发挥着主体作用, 舆论监督是食品安

全保障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 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 

及时在平台上发布食品安全监管信息, 向社会通报损害食

品企业知识产权的案件信息, 在网络上发起讨论活动, 让

网民们讨论食品界的知识产权案件, 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工作提供意见及建议。 

应当建立食品可追溯信息管理、食品预警信息发布、

食品质量检测信息管理及食品企业信用管理等信息平台, 

不断完善食品安全规制, 完善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

环节的质量监督, 监管食品企业的经营行为, 从而降低食

品侵权事件的发生率。 

4.5  优化食品安全规制组织结构 

在知识产权语境下探讨食品安全保障就必须要高度

重视对食品安全规制组织结构的优化。合理的食品安全规

制组织结构应当具有统一管理、统一领导的特征[12]。在“分

类监管”模式中, 每个部门负责一个或数个种类食品的质

量监督管理工作 , 从而有效避免食品安全监管中职能交

叉、权责不明现象的出现, 因此此种模式对于我国的食品

安全组织机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5  结  语 

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利国利民, 在食品犯罪案件频发

的今天, 做好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食品安全规制设计工作

意义重大, 有利于降低食品领域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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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事业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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