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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2月28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
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制定食品安全法，对于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配合对食品安全法的学习、宣传，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
本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同志担任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行政法室副主任张世诚同志担任副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部分直接参加立法
工作的同志参加拨。
本书力求准确、详尽、通俗地解读每一条的内容，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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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
条文主旨本条是关于本法立法目的的规定。
立法背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提高，社会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大大增强。
然而近几年来，我国频繁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例如“红心鸭蛋事件”、“多宝鱼事件”以及多起严重
的“问题奶粉事件”等，充分说明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
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引发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心理恐慌，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良性发展造
成巨大冲击。
例如，最近的“问题奶粉事件”对于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造成沉重打击，给我国乳制品行业的发展造
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类似于“问题奶粉事件”这样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会对中国产品信誉
产生连锁性的恶劣影响。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
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成为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的
战略任务。
条文解读一、食品安全的概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食品安全（foodsafety）是指“食
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
食品安全要求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或慢性损害的所有危险都不存在，起初是一个较为绝对的概念
。
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绝对安全是很难做到的，食品安全更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广义的概念。
一方面，任何一种食品，即使其成分对人体是有益的，或者其毒性极微，如果食用数量过多或食用条
件不合适，仍然可能对身体健康引起毒害或损害。
譬如，食盐过量会中毒，饮酒过度会伤身。
另一方面，一些食品的安全性又是因人而异的。
譬如，鱼、虾、蟹类水产品对多数人是安全的；可确实有人吃了这些水产品就会过敏，会损害身体健
康。
因此，评价一种食品或者其成分是否安全，不能单纯地看它内在固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更要紧
的是看它是否造成实际危害。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在食品安全概念的理解上，国际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食品的种植、养
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
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
根据我国1995年10月30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
食品卫生是指食品应当具有的良好的性状，也就是食品要达到的标准和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食品应当无毒无害，不能对人体造成任何危害。
换句话说，食品必须保证不致人患急、慢性疾病或者潜在性疾病；（二）食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营养，
以满足人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需要；（三）食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
具体说，包括食品的澄清、混浊，组织状态上的软、硬、松等，以及其他凭人的感觉所能判定的性质
和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加强国家级食品安全性计划指南》中把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作为两个概念不同
的用语：将食品安全解释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受害的一种担保”
；将食品卫生界定为“为确保食品安全性和适合性在食物链的所有阶段必须采取的一切条件和措施”
。
总之，食品卫生虽然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概念，但是与食品安全相比，食品卫生无法涵盖作为食
品源头的农产品种植、养殖等环节；而且从过程安全、结果安全的角度来看，食品卫生是侧重过程安
全的概念，不如食品安全的概念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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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关于法律名称的争论——是叫“食品卫生法”，还是叫“食品安全法”，绝
不是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表现出了立法理念的变化。
将原来的修改食品卫生法转变、升华为制定食品安全法，超越了原来停留在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
生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进行规定，与原来的食品卫生法相比扩大了法律调整范围，涵盖了“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对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作出全面规定，在一个更为科学的体系下，用食品安全
标准来统筹食品相关标准，避免目前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食品营养标准之问交叉与重复的
局面。
二、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向社会全文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草案）”）对立法目的规定如下：“为了防止、控制和消除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
素对人体的危害，预防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证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增强人民群众体质，制定本法。
”修改后的规定更加集中凸显“安全”二字，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是“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在现行食品卫生法的基础上，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保障
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成为立法宗旨所在。
为了达到“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立法目的，食品安全法进行了一系列的
制度设计，包括：⋯⋯是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建立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
明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应当成为制定或者修订食品安全标准、确定食源性疾病控制对策的重要依
据。
二是坚持预防为主。
遵循食品安全监管规律，对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对食品生产经
营过程中涉及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运输工具等各有关事项，有针对性地确定有关制度，并
建立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等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
同时，建立食品安全事故预防和处置机制，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三是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保证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重质量、重服务、重信誉、重自律，以形成确保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
并据此规定了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食品标签制度和索票索证等制度，并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
四是建立以权责一致为原则，分工明晰、责任明确、权威高效，决策与执行适度分开、相互协调的食
品安全监管体制。
进一步明确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管负总责。
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监管权力，同时强化行政机关监管不到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本法：（一）食品生产和加工（以下称食品生
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以下称食品经营）；（二）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三）用于食品的
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
经营；（四）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对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
关产品的安全管理。
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以下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的规定。
但是，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应当遵守本法的有关规
定。
条文主旨本条是关于本法适用范围的规定。
立法背景原来的食品卫生法仅是停留在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进行规定，现
在反映出来由于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不规范给食品安全造成重大的损害，迫切要求
食品安全法对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例如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等都作出全面规定。
原来的食品卫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下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衔
接上关系不明确，也往往产生由于食用农产品不安全（例如兽药、农药残留）给食品安全造成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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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迫切要求食品安全法的调整范围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等等。
条文解读依据本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本法：（1）食品生产和加
工，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2）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3）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
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的生产、经营；（4）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5）对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管理；（6）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标准的制定和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的公布。
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要正确把握食品安全法的适用范围，不得随意扩大，也不得随意缩小。
本条关于食品安全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与原来的食品卫生法的规定相比，适用范围明显扩大，而且增
加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衔接的规定。
尤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应当适用食品安全法。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
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原来的食品卫生法仅是在第十一条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提出了卫生要求，而本法对食
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全过程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例如，不仅仅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要遵守本法，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行为
也要严格遵守本法，遵守本法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等。
第二，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应当适用食品安全法。
食品相关产品是指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是指包装、盛放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用的纸、竹、木、金属、搪瓷、陶
瓷、塑料、橡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等制品和直接接触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的涂料。
用于食品的洗涤剂、消毒剂，是指直接用于洗涤或者消毒食品、餐饮具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设
备或者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物质。
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是指在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直接接触食品
或者食品添加剂的机械、管道、传送带、容器、用具、餐具等。
不仅仅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卫生要遵守本法，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生
产经营活动也要严格遵守本法有关规定。
第三，本法增加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衔接的规定，避免了食用农产品在食品安全法中的具体适用
问题，即：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制定有关
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遵守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而且，这样的规定能够更好地保障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有利于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
。
第三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
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条文主旨本条是关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的规定。
立法背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含义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
要承担对相关利益方（消费者、员工、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注重产品质量
安全、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帮助弱势群体就业、依法纳税和热心慈善、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等。
食品作为一种特殊产品，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企业应当承担起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
而且公众衡量食品企业是否承担起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食品企业能否保证其所生产的食品
安全。
食品企业保证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提供安全食品的责任；如实提供食品安全信息
的责任；遵循良好的操作规范、依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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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学习和理解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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