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问题”标准表述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2021_2022__E2_80_9C_

E9_A3_9F_E5_93_81_E5_c26_512038.htm “食品安全”背景： 

广义的食品安全实际上包括了数量的概念，比如农业部门提

供的粮食充足与否；而如今，食品安全通常指质量而言，主

要指食品包含有毒、有害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的问题。 “餐

桌上的污染”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转型期的中国，

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严峻。曾几何时，媒体上关于食品安全

的负面报道一个接一个。红心鸭蛋查出“苏丹红”、福寿螺

吃出线虫病、多宝鱼检出违禁药物、面粉里“调白块”超标

、粉丝中发现致癌物等等，如此信息接触多了，让人似乎不

知道吃什么才安全。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 一、初级农产品源头污染较

重。有的产地环境污染、污水浇灌、滥用甚至违禁使用高毒

农药；工业三废、城市废弃物的大量排放，造成许多有毒、

有害物质渗入土壤中；饮用水中含菌量高、重金属含量高；

饲养禽畜非法使用生长激素及“瘦肉精”。这些大大降低了

农产品消费安全性。 二、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假冒伪劣问题突

出。有的滥用或超量使用增白剂、保鲜剂、食用色素，有的

掺杂使假，生产假酒、劣质奶粉，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

许多生产者在生产中不会使用安全生产工艺进行种植、加工

，从而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三、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规

范。有些企业在食品收购、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过量使用防

腐剂、保鲜剂，部分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

还有的在农村市场、城乡接合部及校园周边兜售“三无”食



品、假冒伪劣食品。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 一、食

品的小作坊式分散化生产。从近年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

题看，几亿农民分散生产农产品，几十万小作坊随意制作各

种食品，他们使用的设备简陋、技术水平落后、卫生状况恶

劣、产品质量难以得到控制。食品生产从“田间”到“餐桌

”的环节越来越复杂，给监管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国家质

检总局调查的45万个食品生产企业中，10人以下的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有35万家，29%的企业无标生产，60%的企业出厂

不检验或根本不具备检验能力，这些小作坊“数量多、规模

小、分布散、条件差、工艺乱”，食品质量和安全难以保证

。如何有效解决“食品小作坊”难题，已经成了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决定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突出问题。 二、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一是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

差，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

生法》、《农业法》等，仅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

定，有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且《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

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不适应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

分段监管的现状。二是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有些条款甚至完全

过时，对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三是食品法律

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极其严

厉的惩罚力度而言，缺乏威慑力。四是食品安全监管配套法

律法规未出台，执法力度不够。 三、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机构

设置不合理，职责不明确。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方面主要依

靠行政手段，监督管理部门多，如水产品的监管就涉及到包

括渔业、质监、食监、卫生防疫、检验检疫和工商等部门。



部门间的职能交叉、重复执法、重复抽检、执法缺位、监管

空白等现象较为突出，部门之间形不成合力，监管责任难以

落到实处。 四、食品质量安全的技术支撑体系不完善。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各类检验机构数万个，行政色彩

浓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检测设备、检测技术落后，很

难为食品质量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此外，由于部门

障碍，检测报告的法律效力不被广泛承认，造成了检测资源

的不必要浪费。而不同环节的检测，必然导致监管效果的不

同。如工商部门为了整治流通市场食品安全，制订了一系列

商品安全管理制度，并且试图通过进行经常性的市场抽检发

现问题。但由于处于管理链条的最末端，发现问题时危害往

往已经造成。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一、要从源头

上加强管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

监管体系，强化对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和环境安全管理；建立

国家农兽药残留监控制度；建立和规范食品召回监督管理制

度。完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抽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加快质量

电子监管网建设，不断改进监管手段。建立严密的食品监管

网络，对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各环节实

行全过程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二、集中整治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严厉打击“黑窝点”，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生产加工

食品行为，取缔无卫生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生产许可证

的生产加工企业。 三、构建食品安全评估评价体系和食品安

全信息体系。以国家级食品质检机构和食品安全专家为专业

技术支持，对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估，形成风险评估

报告，对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公告；同

时基于评估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作为预防重大食



品安全事件决策的技术依据，提高国内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分析与风险预警的能力和水平。 四、完善食品

安全相关标准和相关认证。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

修订工作的力度；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

外先进标准的进程；根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具

体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过渡标准或分级标准；建立健

全全国统一的食品认证体系，完善认证制度；加快我国食品

认证的国际互认进程。 五、加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重大事

故应急体系建设。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建立实施食

品安全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全面加大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督

查督办力度，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查处机制，建立食品安全重

大事故回访督查制度和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六

、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

食品行为，重点开展高风险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继续整顿和

规范食品广告，重点整治中小城市食品广告；全面加强农村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升农村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百考

试题收集整理 七、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建立和完善进

口食品质量安全准入制度，制订科学合理、与国际接轨的准

入程序；提高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的有效性；完善进口食品查

验制度；建立完善的进出口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制定进

出口食品质量安全控制规范，制订、修订与食品检测相关的

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此外，还要提高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能力

；完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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