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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段子：日本核辐射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表示毫无

压力。因为吃着苏丹红、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长大的中

国人民早已百毒不侵，区区辐射无足挂齿。看似无厘头的调

侃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国人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的强烈不

安与不满。 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近年来相继发生

“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

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

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很惭愧啊，刚吃饱，就

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两会山

东代表团审议，提到食品安全问题时连称“惭愧”。他表示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将是长期的，日常生活食品的保障

能否做到像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一样，这个问题值得研

究”。 正是面临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困境，才有了王岐

山副总理的“惭愧”之言。“民以食为天”，与老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任何人也“伤不起”。 食品安全的警

钟 长久以来，食品安全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层出不穷

的食品安全事故一次次刺激着国人本已脆弱的神经。2011年1

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

，近七成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近日，一系列食品安

全问题的曝光，再一次将食品安全这一严峻课题推上了舆论

的风口浪尖。 4月11日，上海超市曝“染色馒头”事件，第二

天，该市启动了全市范围内的“馒头大检查”。随后，内蒙



古、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多个城市都展开了针对

馒头市场的专项整治。 类似的“彻查风暴”已经屡见不鲜。

每当媒体曝光一地的问题食品后，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就会立

即做出严厉批示，立即成立由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监管部

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着手调查，肇事企业也很快会得到处理

，事态就这样毫无悬念地得到平息。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三聚氰胺”问题解决了，“瘦肉精”事件又爆发了，“

染色馒头”事件解决了，鱼肉注水银又出现了。这种救火式

的处理方式，总是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问题

到底出在哪儿呢？ 在我国，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是人为污染和

“添加泛滥”，形势复杂严峻。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政府

部门监管不到位，食品产业发展方式落后，产业化、规模化

、标准化程度不高，生产源头分散，政府监管难。 我国食品

生产加工单位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

坊；食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

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更是难以计数。农业生产更

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还主要依靠2亿多农民散户生产，食品

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小、散、乱的特点突出。 三聚氰胺

事件就是食品产业落后生产发展方式的客观反映。事件发生

时，全国有乳制品生产企业15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

企业40多家、奶站20393个，奶牛规模化养殖率仅19.8%，市

场集中度过低。企业缺乏规模直接导致恶性竞争，忽视奶源

基地建设，促发奶源大战，给部分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可乘

之机。 另外，许多食品安全问题源自行业“潜规则”。上海

有关监管机构就透露，超市把临近保质期的食品退还给生产

商，过期食品被生产企业重新作为原料进行再加工，此乃行



业“潜规则”既已明知是行业“潜规则”，监管机构如何能

多年视而不见?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无良企业自然难逃其咎，

但行政监管缺失与混乱才是根源，甚或如“瘦肉精”事件中

，某些监管者与不法企业、商家结成利益同盟、监守自盗，

几令食品安全防线沦陷。 行政监管积弊不除，食品安全的承

诺即是一句空话。而行政体制内积弊是不可能依靠自查、自

检就可以破解的，需要来自外界强有力的监督和问责。上海

“染色馒头”事件发生后，无良生产企业迅速被吊销了食品

生产许可证，公司法人代表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门依法

刑事拘留，但对监管机构的司法问责将何时启动呢？渴求食

品安全的消费者，同样期待司法之剑挥向这些领域，追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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