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不
是管出来的”

食品安全第一责
任人是企业，企业不讲
诚信，政府投入再大，
也管不过来

新京报：一语激起千层
浪后，你又发了长微博，重
申“我国是食品安全监管力
度最强国家”这一观点。为
什么屡遭“拍砖”，还要这样
坚持？

陈君石：我想我的微博
已经讲得很清楚。从政府
重视的程度、对食品安全问
题的各项专项整治、每年对
食品的常规检测力度、样本
数量，基层食品安全信息员
的人数等指标来看，中国的

监管力度的确是世界最强
的。同时，我国的部分食品
安全标准，比 如 微 生 物 标
准 、菌 群 总 数 国 标 等 ，比
发 达 国 家 要 严 格 得 多 。
另外，从全国监督执法的
队伍来看，现在公安部门
也 专 门 设 立 打 击 假 劣 食
品的队伍，这在其他国家
是“少有的”。

但 是 ，“ 监 管 力 度 最
强”不等于“政府监管已到
位”、不会出现食品安全问
题。正相反，我在很多场合
都强调，我们确实存在很多
食品安全问题，而且还很严
重，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
全链条尚未形成；多个监
管环节存在漏洞，监管缺
乏科学性，监管过程不够
透明等。

“监管最强”不是我 11
日发言的重点，但很遗憾，
少有人能耐心看完我发言
的全文。所以，我只能重
申、解释我的主要观点。

新京报：如你重申中所
说，一方面是在政府重视、
标准、常规检测力度、队伍

配置上“最强”，另一方面监
管仍存在诸多漏洞。这是
否意味着，在我国食品安全
领域，标准没有落实，令不
能得其行，日常检查和专项
整治在“走过场”？

陈君石：我不否认你说
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
但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
问题。公众希望政府什么
都管，很多人把所有的食品
安全问题全部归因于政府
监管失职，这是不全面的。
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
来的，不是政府监管出来
的。近些年，我始终强调食
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企
业，如果企业不讲诚信，政
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监
管不过来，而目前的社会舆
论是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
负全部的责任。

很 遗 憾 ，我 的 这 些 观
点，多被舆论误解为是在替
政府开脱。这几天，有网友
在我的微博中留言，认为保
障食品安全是全社会的事，
政府、企业、科学家和媒体
等等大家要共同努力，各司
其职，企业诚信是一个基本
环境。他所讲的“共同努
力”我很认同，这也恰恰是
我发言的重点。

食品安全事件
必须“零容忍”

食品非法添加事
件，无论是否造成健康
危害，政府都应处罚

新京报：食品安全事件
接连发生，从苏丹红到地沟
油 ，从 染 色 花 椒 到“ 牛 奶
门”，事故遍布多个食品行
业、生产环节。这是否意
味着食品企业已集体失信？

陈君石：不能完全否认
食品行业，但食品安全问题
确实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
战之一。作为一个处于经
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现阶段的食品安
全问题不可避免。这个观
点，也多次遭到质疑，但我
依然坚持。

中国可能有上百万中
小型的食品企业，数亿农民
以分散的方式生产初级农
产品。大部分粮食蔬菜、水
果、鸡鸭鱼肉、蛋奶都是由
分散的企业生产出来的。

一方面是老问题，食品
生产、加工、经营条件比较
差、工艺落后或是没有遵守
卫生操作规程，造成食品微
生物、重金属污染等，在相
当长时间内难以解决。另
一方面，是工业化进程中面
临的新问题。如禽畜在机
械化屠宰过程中的交叉污
染问题，滥用或非法使用食
品添加剂的问题。新老问
题并存交织，我们很难设
想，单靠政府力量，如何管
控上百万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的产品安全风险？相比
之下，美国只有大约两万家
养鸡场，大型养鸡场出的鸡
蛋占总量的 99%，由于集中
规范生产，加上企业守法程
度较高，美国政府制定的养
鸡场规范甚至不监督小型
养鸡场实施。因此，在讨论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时，绝对不能忘记这一国情
现实。

我还说过一句遭骂的
话 ：食 品 安 全 没 有“ 零 风
险”。但我也讲过，政府要
维护公众健康，必须对食品
安全事件“零容忍”，即对于
违反标准规范生产和任何
食品非法添加的事件，无论
是否造成健康危害以及危
害大小，政府都应依法进行
处罚和管理。

新京报：对于这样的现
状，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大幅
提 高 食 品 安 全 的 违 法 成
本？维护中国的食品安全，
你认为重典更关键？还是
呼吁企业诚信更关键？

陈君石：我也在呼吁国
家通过修订立法，加大对食
品安全事件责任人的惩戒
力度，威慑食品企业遵守食
品安全标准。但这依然只
是一种监管的手段，强调企
业讲诚信与呼吁政府用重
典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任何
一个社会最终要靠企业责
任来维护食品安全。

“染色馒头不
是食品安全问题”

由于对基本知识
缺乏了解，（人们）对食
品安全存在误解

新京报：你11日的发言
中讲，当天早上前往院士大
会的路上，有院士问你吃
什么最安全。为何从普通
百姓到科学家，大家对中
国的食品安全不信任？

陈君石：目前中国食品
安全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通，
甚至不正常。突出的例子
是，领导了解食品安全问题
的信息既非来自于农业部
长、也非来自于卫生部长，而
是直接来自媒体的报道。

不可否认，我国的食品
安全现状尚不如人意，其中
有些问题还很突出；但情况
决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这种错误印象的根源在于人
们，不管是政府官员、媒体记
者，还是普通公众，也包括一
部分学术界人士，由于对食
品安全的基本知识缺乏了
解，对食品安全问题存在诸
多程度不同的误解。

新京报：哪些食品安全
事件被公众误读了？

陈君石：比如去年上海
的“染色馒头”事件，是假冒
伪劣问题，不是食品安全问
题。“染色馒头”是用了政府
批准的添加剂柠檬黄来生

产假玉米馒头，从颜色看起
来像玉米馒头，其实没有玉
米，以此来冒充欺骗。柠檬
黄是一种比较安全的食品、
药品着色剂，联合国粮农组
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
委员会在 1994 年就给了它
一个很宽容的每日安全摄
用量。柠檬黄加在汽水中
是合法的，但加在馒头中是
非法的；因为国家食品添加
剂标准中没有允许在馒头
生产中使用柠檬黄。这是
一个非常明确的假冒伪劣
事件，但在人们的头脑中，
都认为是个食品安全问题。

这类问题还有很多，染
色花椒、假红酒、假鸡蛋等。
假鸡蛋的原料基本都是食品
添加剂，有些也许用的是工
业级而不是食品级的，但不
能被称为“有毒”。上述假冒
伪劣食品占了很大比例，这
些都是恶劣的违法行为，无
论是否构成健康危害。

“科学家有责
任告诉公众真相”

在食品安全问题
上，科学家要说一些官
员不敢说的真话

新京报：去年年初，你
组织过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论坛，有嘉宾说地沟油提纯
的成本很高，而且味道刺
鼻，不可能大量流回餐桌。
此言招来诸多质疑。

陈君石：根据当时能看
到的证据和我们对地沟油
的了解，我和其他人是讲过
地沟油不大可能流向餐桌
的话，我要道歉。后来，公
安部破获了这样的案子，这
是事实证据。这也说明，
制造假冒伪劣食品的手段
越来越奇异，远远超过科
学家的假设。但地沟油是
否如舆论所说，大量地流
向餐桌，我们仍缺乏科学
证据和事实证据。现在很
多人说，只要我到外面吃
饭，就会吃到地沟油。但果
真如此吗？

新京报：6分钟的发言，
只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和
质疑，可曾料到？

陈君石：起码，这些骂
声引起更多人对食品安全
的关注，我的观点有机会呈
现到更多人面前。中国经
济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
但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独立
判断力还远远跟不上。一
些指责政府的声音，哪怕说
得不对也是好的；作为科学
家，我的责任包括告诉公众
科学的真相，引导大家理性
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在食
品安全的问题上，科学家要
说一些官员不敢说的真话，
如果我的观点和骂我的那
些人一致，我就不必要再出
来说话。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陈君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是我
国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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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陈君石仍在坚持工作。这个走
路飞快、说话简洁的老人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研究领域是食品安全。

近年来，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考验
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陈君石写博客、开微博，在公共论坛上
发表自己对各种热点食品安全事件的看法，
呼吁公众科学、理性看待食品安全问题。

不过，他常遭遇“拍砖”。“中国现阶段食
品安全事件不可避免”、“地沟油不可能大批
量流向餐桌”等观点，甚至被认为是为一些
政府部门监管无能开脱，为无良企业脱罪。

今年6月11日，陈君石从“两院院士大
会”会场匆匆赶往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仪式，并根据今年的主题“共建诚信家园、同
铸食品安全”做了发言，不想再次引发一场
风波。他6分钟的发言，绝大多数人记住了
一句话：“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是全世界监
管力度最强的国家。”

一语激起千层浪，网友反复转发、评论，
并一度从质疑，转变为个别网民的人身辱骂。

6月14日，陈君石发表长微博，但不是
道歉，而是重申观点。

6月15日，陈君石接受新京报采访，称发
言虽然受到广泛质疑，但见此言已引发更多
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辩论，仍感欣慰。

■ 对话动机

责编 李大明 图编 田铮 美编 魏冬杰 责校 王春然

对话 A17
2012年6月18日 星期一

“科学家要说官员不敢说的真话”
陈君石院士称，“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全世界最强”不等于不会出问题

根据问题的重要性
来排列，目前我国存在
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依
次为：微生物引起的食
源性疾病；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重金属、天然毒
素、有机污染物等引起
的化学性污染；以及非
法使用食品添加剂。

——陈君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