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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预防和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一项重要的应急法律制度，食品召回制度在《食品安全法》中获
得了法律地位。
然而，为数不多的法条仅具有宣誓作用，食品召回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
《我国食品召回应急法律机制研究》以食品召回应急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全面透彻地分析了食品召
回制度的基础理论，比较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制度经验，对该制度的失灵与补救进行了理论探讨。
并从实践对策的角度，对食品召回的监管模式、决策机制、执行和监督机制、风险沟通和信息发布机
制、后处理机制以及责任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设计。
《我国食品召回应急法律机制研究》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立法完善及实践困境的解决具有较好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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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女，河南范县人，1974年10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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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政治与法律》、《当代法学》、《学术交流》、《行政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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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比较研究之前，必须首先明确的理论前提是我国产品缺陷认定的理论。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
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通说认为，我国产品缺陷“不合理危险标准”和“生产标准”双重标准并存现象，二者位阶皆缺乏
科学性，应摒弃“生产标准”而确立单一的“不合理危险标准”。
　　首先，“问题”一词适用的广泛性根源于其内涵的宽泛性，以“问题食品”定性必然产生食品召
回制度认识的模糊性而欠缺安全保障性指向。
法律语言选用语词应“尽量避开那些含义繁复的语词，而使用那些内涵较为简单且在语句结构中不易
产生歧义的语词”。
①因此，“问题”一词应予摒弃。
　　其次，“不合格”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标准，而标准包含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诸多类型，且“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是综合多种因素而制定的，并不以产品无危险性或具有安全性为唯一标准”，②标
准只能作为认定缺陷的所有合理因素的构成之一，以标准为尺度与该制度对安全的内在追求相左；另
外，标准制定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安全的要求是发展的、运动的，根植于人类的主观愿望
，二者存在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背离。
　　因此，突出保障安全健康的价值追求是食品召回制度的鲜明特色，“问题”和“不合格”的定性
由于其语义以及一定程度上价值的分歧理应杜绝使用，但是，“缺陷”与“不安全”亦不应对安全的
首肯而趋于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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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云编著的《我国食品召回应急法律机制研究》以风险社会为背景，对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
和实践对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共十章，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理念在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中的表达。
第二部分是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
第三部分是食品召回的实践对策研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食品召回应急法律机制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