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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5_c26_26913.htm 一、注惹事项 1申论考

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能力

及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

：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

，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

给定材料 l全球查处“苏丹红一号”。2005年2月18日，英国

食品标准署就食用含有添加可致癌物质苏丹红色素的食品向

消费者发出警告，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30家企业生产的可能

含有苏丹红一号的359个品牌的食品。此消息一经传出，全球

哗然，并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2月23日，中国也对苏丹红一

号下达了追杀令，揭开了对苏丹红一号实行从生产、流通、

餐饮各环节拉网式围剿行动的序幕。 对于苏丹红的大规模围

剿说明，中国食品安全工作正在不断进步。但不可回避的事

实是，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规定都比较粗放，缺乏具体的评

判标准，还缺少一个更为完善的食品安全法规。此外，我们

整个食品行业的安全意识仍比较薄弱。 2雀巢奶粉“碘”含

量超标。2005年5月25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近期该省市场

儿童食品质量抽检报告，其中知名的“雀巢”奶粉赫然被列

人碘超标食品目录。6月7日，在经历了消极应对公开道歉只

换不退之后，雀巢中国有限公司终于在退货问题上有所松动

。雀巢表示，消费者如有退货要求，公司可予以办理。6月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婴儿配方乳粉中碘含量”问

题正式表态：按照标准化法第三章第十四条“强制性标准，



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

口”的要求，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婴儿配方乳粉应禁止生产

和销售。 据国家标准委介绍，中国现行用于规范婴儿配方乳

粉生产的标准有两个。两个标准均为强制性标准，分别适用

于婴儿食用的婴儿配方乳粉和6个月以内婴儿食用的婴儿配方

乳粉。两标准中对于碘含量的指标要求均为每百克30微克

至150微克，婴儿配方乳粉中的碘含量超此范围均为不符合标

准的产品。 3油炸薯条含“丙烯酰胺”。8月26日，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对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宝洁、百事集团

下属的菲多利休闲食品公司等超过十家的著名连锁快餐店和

食品制造商提起诉讼，要求法庭强制它们用警告性标签标明

其炸薯条、薯片中致癌物“丙烯酰胺”的含量。 发生在美国

的这一场诉讼在中国也掀起了“波浪”。油炸薯条薯片又成

了食品安全剑指的对象。而麦当劳中国在“关于丙烯酰胺的

声明”中表示，“所有生产和销售食品的人和场所，无论是

在家里自己做饭的人，还是面包房、咖啡店、食品商店、饭

馆、球场、沿街的摊贩或高档餐厅，都会无一例外地受到这

个议题的影响。”其他厂商如肯德基、宝洁等的表态与麦当

劳如出一辙。 在这次食品安全事件中，中国卫生部早在2005

年4月就发布公告警告，淀粉类食品在大于120℃的高温烹调

下容易产生丙烯酰胺，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建议公众尽可

能避免连续长时间或高温烹饪淀粉类食品，改变以油炸和高

脂肪食品为主的饮食习惯，以减少丙烯酰胺的摄入。 虽然对

于给油炸薯条标示“丙烯酰胺”含量的要求至今仍未实现，

但不久后，全国肯德基餐厅推出了全新的“蔬果搭配餐”，

以沙拉、果珍取代原有的薯条和可乐。 4杀人“果冻”。2005



年9月湖南7岁女孩杨某吃果冻窒息而死，成为公开报道中果

冻“杀人”的最新例证。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统计资料

显示，在最近四、五年中，全国每年至少有超过10例以上的

孩子因食用果冻造成气管堵塞，死亡率在90％以上。死亡率

高的主要原因是“果冻有增稠剂，不容易化开，也很难吸出

来”。果冻杀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果冻的尺寸，80％以上

的死亡事件，“凶手，，都是直径3厘米以下的小果冻，这种

直径3厘米左右的小果冻，在许多国家已经停止生产，可在我

国市场上却是畅销产品。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首个果冻强制

性国家标准即将出台，标准对果冻的尺寸做了新的要求，但

据了解，标准的正式实施时间是2006年10月1日，它要求企业

从2006年5月1日起按此标准组织生产。新的行业标准虽给人

们带来了希望，但不少人也疑惑和感叹：明年9月前，这种果

冻是不是仍可继续招摇过币? 5PVC保鲜膜引争议。2005年10

月，一则关于日韩致癌聚氯乙烯(PVC)食品保鲜膜转道中国

的报道再次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据报道，PVC

食品保鲜膜对人体有比较大的危害，这种保鲜膜中的有害物

质容易析出，随食物进入人体后，对人体有致癌作用，特别

是干扰人体内分泌，引起妇女乳癌、新生儿先天缺陷甚至精

神疾病等。 针对各方对于PVC保鲜膜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疑

问，国家质检总局最终公开通报了对进口和国产食品保鲜膜

的专项检查结果。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指出，引起人们

广泛关注的PVC食品保鲜膜中，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主要是

氯乙烯单体残留量，以及一种名为DEHA的增塑剂。PVC保

鲜膜包裹油脂性食品，或者加热超过100度的时候，保鲜膜就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国家质检总局还发布公告要求：禁止含



有DEHA等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的，或氯乙烯单体含

量超标的PVC食品保鲜膜进口、出口；禁lE企业在生产PVC

食品保鲜膜时使用DEHA；禁止企业经销含有DEHA或氯乙烯

单体含量超标的PVC食品保鲜膜，禁止用PVC保鲜膜直接包

装肉食、熟食及油脂食品。 6消费者对近日掀起滔天巨浪的

“PVC保鲜膜致癌”事件见怪不怪，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食品安全危机

都是由披露国外对某一产品的限制政策而引起的?为什么我们

的反应总是比人家慢好几拍? 苏丹红事件是英国率先发布公告

的，雀巢奶粉被查出碘超标后仍然以‘‘在中国并不违法’

，为由拒不认错，至于这次的保鲜膜事件，一些发达国家因

为潜在的安全隐患而纷纷停止使用PVC保鲜膜时，我国却忽

略了相关的信息，足见我国公共政策与国际标准间的差距。

虽然这次卫生部的反应远较前几次事件为快，但人们真正需

要的，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在事件发生前建立有效的预警

机制。 “十个部门管不住一桌饭”，是对我国行政执法领域

存在问题的形象描述，长期以来，质监部门负责生产领域的

质量监管，工商部门负责市场监管，卫生部门负责制定营养

和卫生标准，食品药监部门负责食品的组织协调、综合监督

和大要案查处。局限于职权范围及部门利益，马路警察、各

管一段的现象非常普遍，出现监管真空也是情理中的事。一

位在政府监督部门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各个监

管部门职责交叉，难以形成合力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根源

所在。 标准滞后问题也不容忽视。虽然卫生部说《食品包装

用聚氯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中控制氯乙烯单体的指标是与

国际标准一致的，但毕竟标准已颁布十多年了，也有消息表



明国外对此类产品已禁用，就必须加强研究，进一步完善有

关数据指标。产品监管部门更应加强市场上流通产品的检测

，确保百姓食品安全。 业内人士认为：保鲜膜事件是向食品

安全问题再次发出警示，说明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首道关口的

食品标准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出了一个食品安全事件

，然后再去完善相关的标准，这样的食品标准管理模式显然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我周目前需要

的是一个食品标准的全面解决方案，对当前中国的食品及相

关产品标准体系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和修正，无疑需要庞大

的资金后盾，而充当这样的后盾，国家财政义不容辞，国家

相关部门理应把责任落到实处。 7中新社北京十月三日电：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今天公布的一项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室内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是时下百姓最

为关注的社会问题。 今天是世界人居日。为此，中国室内装

饰协会室内环境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度低

于50％。商务部部长助理、全国三绿工程工作办公室主任黄

海18日在北京说，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食品卫生平均不合格率仍达8％左右，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约

为7％，据调查，消费者 黄海在全国三绿工程新闻发布会上

说，近年来，由于大力推行索证、索票、信用档案、场厂挂

钩、市场自检、绿色市场认证等准人制度，市场食品安全把

关作用得到加强。目前，食品安全形势总体趋于好转，近几

年群众反映强烈的蔬菜、肉、粮、水果、奶制品、豆制品和

水产品的质量和卫生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他说，同时也应清

醒地看到，目前国内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苏丹红

等一些新型食品安全问题开始出现，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



仍属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据黄海介绍，商务部下一

步将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上市食品

卫生质量水平。这主要包括加强有关法制建设、推进绿色市

场认证、健全市场例行监测制度、推进新型流通方式、完善

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和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等。 8．虽然食品安

全问题存在着太多的不可知性，但从2005年的食品安全事件

中可以看到，建立新的食品安全预警反应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专家指出：一是要完善食品安全的评价标准；二是要提高

国家整体执法队伍的素质。据了解，国家标准委将尽快下达

一批食品国家标准计划，力争明年基本完成食品安全标准新

体系的建设。希望在明年，食品安全问题不再成为国人的“

心腹之患”。 9．卫生部近日发出公告要求各地卫生部门要

广泛宣传禽流感防治和食品安全知识，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

和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认真做好与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相关的禽流感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公告指出

，要保持清洁，勤洗手。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在烹调食

物和进餐前注意洗手，接触生肉、生禽或禽蛋后，必须再次

洗手。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不使用同一块案板或同一

把刀处理生肉和煮熟(或直接人口)食物，彻底清洁生肉接触

器皿。生肉、生禽接触的表面和器具应清洁消毒，特别是熟

肉制品不应直接放回到煮前所用容器中，盛放生肉容器清洁

后方可盛放熟食。蒸熟煮透，确保安全。不吃生禽和生蛋，

不在家庭屠宰和食用病禽或死禽。 10．今天，在《食品卫生

法》颁布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执法监督司司长赵同

刚指出，我国食品安全存在五大问题，主要包括：微生物污

染仍是影响我国食品卫生和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微生物性食



物中毒导致的中毒人数最多，2003年和2004年全国报告的重

大食物中毒事故中，微生物性重大食物中毒起数和人数均有

增加，分别占当年总起数和总人数的26％、43．8％和34％

、58．1％。我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数据也显示，沙门氏菌、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3种常见食源性

致病菌检测阳性率逐年上升。 从农田到餐桌食物链污染情况

严重。一是源头污染(种植、养殖过程)问题较严重，主要为

农药、兽药(抗生素、激素)和禁止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的滥用

和残留，如瘦肉精残留问题。二是环境污染物给食品卫生带

来影响，重金属污染和水污染日趋严重，环境中的污染物通

过食物链进人人体很容易导致健康损害，如二恶英问题。 食

品企业违法生产、加工食品现象不容忽视。一方面，少数不

法分子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掺

假制假，影响恶劣，像阜阳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等。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食品行业整体素质仍处于较低水平，卫

生保证能力差的手工及家庭加工方式在食品加工中占相当大

的比例，有的从业人员甚至未经健康体检，农村和城乡结合

部无证无照生产加工食品行为屡禁不止，给食品安全造成重

大隐患。 食品新技术新资源的应用带来新的食品安全隐患。

随着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食品新资源、食品添加剂新

品种、新型包装材料、新工艺以及现代生物技术、酶制剂等

新技术不断出现，造成直接应用于食品及间接与食品接触的

化学物质日益增多，已经成为亟待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食品

安全研究发现的新问题。随着食品安全科技的发展，传统加

工工艺的食品也不断被发现具有安全隐患，如油炸淀粉类食

品的丙烯酰胺、油条中的铝残留等安全性问题，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 赵同刚表示，针对这些问题，卫生部

将加大食品卫生的管理和监督力度。据记者了解，2000年我

国开始建设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经

过3年的努力，监测点已扩展到全国15个省，覆盖我国主要产

粮区，70％以上人口。计划到2007年，监测网将覆盖全国31

个省市。 11．据2005年08月2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目前正在建立一整套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的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以往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

屡屡见诸报端的“标准滞后”、“检验能力低下”等监管问

题，有望得以解决。 12．2005年09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

道：今后，国家希望把全部食品标准统一在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之内。《食品安全法》明年出台，食品监督将有统一准绳

，食品标准法规体系酝酿巨变。昨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在广州透露，从今年下半年

开始，我国的食品标准体系将面临一轮重大变革。食品标准

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望得到改善，因为所有食品标准都将被统

一在日后建立的、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而《食品

卫生法》将被修订为《食品安全法》，并计划于明年出台。 

据悉，全国的食品工业生产总值达16000多亿元，而这一总产

值单单统计了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孙咸泽称，我

国30000多家食品生产企业中，约95％以上的企业的年产值不

到100万元，而规模以下的食品生产企业正是接连不断的食品

安全事件的始作俑者。 在谈到我国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问题

时，孙咸泽指出，行业主要存在五大方面问题：第一，企业

生产力水平低。在10人以下的小作坊还大行其道之时，食品

行业的工业化水平没有质的飞跃，其生产技术也无法改良；



第二是食品安全法规与依法执政不协调，也就是食品领域的

行政执法无法从食品卫生安全法规中找到合适依据；第三是

卫生标准与质量标准交叉；第四是企业的检测水平不高；第

五是地方保护色彩尤存，有地区行政部门出现执法不严倾向

。 作为国家彻底清理食品市场的良方，修订后的《食品卫生

法》将更名《食品安全法》，并于明年出台。孙成泽透露，

我国将通过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食品监测体系、食品风

险评估预防体系与食品信息体系等四大体系，来肃清业界的

不规范现象，并构筑食品安全运作的平台。 以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的建立为例，我国以往的食品标准分为产品质量标准、

卫生标准、产品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标准、绿色食品标准

等几大领域，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今后，国家希望把全部

食品标准统一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之下。 此外，为调和食品

行业产品不断更新与标准迟迟未修订的矛盾，国家还提倡食

品标准制订方的多元化。言则，产品的企业标准鼓励企业积

极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再由地方补充，最后备案。总之，

食品标准的修订和制订，应该紧随食品品种更新和生产技术

革新的步伐。 三、申论要求 注意：所有题目都要作答在答题

纸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1．有条

理地概括这些材料的主要内容，字数不超过300字。(满分20

分) 2．根据给定资料，概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政

策。概述文字要简明扼要，不超过300字。(满分25分) 3．给

定资料指出当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请就食品安全问题写

一篇1200字左右的文章。要求观点明确，分析具体，条理清

楚，语言流畅。(满分55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