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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健康饮食（三）：真实的美国食品安全现状

更看重让消费者知道吃的是什么
“美国的许多食品事件没有让美国人大呼小

叫‘还有什么是安全的’，但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中
国，就会被炒作成‘没有什么可吃’。”云无心在微
博上说，中国食品固然问题不少，但是他们所说
的“食品令人放心”的国外也只是“想象中的国
外”。如果他们对国外食品的了解跟我一样多的
话，就会明白：按照他们的标准，至少在美国也没
有什么食品是能吃的。云无心以其多年在美国
生活和进行科研的经验，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
美国食品安全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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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食品添加剂都会如实标注

我国与国外食品安
全标准大同小异

首先来看食品安全标准，
在一个缺乏信任的大环境中，
标准问题的争执，是许多人认
为的“源头问题”。实际上，标
准只是这个监管体系的一部分
而已。以国人关注的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举例，云无心说：“美
国的食品添加剂的种类比中国
多，多数标准与中国的差不多，
有的严格一些，有的宽松一
些。食品添加剂主要是用于加
工食品中，而美国社会的加工
食品消费量比中国要大得多，
所以美国人吃下去的食品添加
剂应该会比中国人多一些。”

没有听错，在诸多的有关
食品的标准上，我们与国外的
相比，大同小异，但还有很多其
它因素影响着食品安全的结
果，云无心说，中国的食品标准
并没有什么明显问题，只要能
够得到切实执行，足以保护公
众健康。

这样看来，企业是否按规
范生产，执行标准才是最大的
问题。云无心认为，现在对标
准的争吵往往是发泄对主管
部门的不满和情绪之争。不
健康食品主要是因为没有遵
守标准产生的，不管制定什么
样的标准，如果得不到执行完
全没有用。

美国的食品大企业
会被“特殊关照”

关于执行，谁都知道要加
强监管力度。但云无心觉得，
一个市场、一个行业，是由其中
的“巨头”来稳定的。只要最大
的那几个企业“没问题”，那么
消费者就能够得到“放心食
品”。即使有非法生产的食品
出现，也只能通过非法渠道。
对于广大从正规渠道购买食品
的消费者，问题食品影响也就

很有限。云无心举例美国政府
对于大规模养鸡场的严格要
求，造成了不多的大养鸡场，却
提供了全美 99%以上的鸡蛋。

“只要这些鸡场被管好了，市场
上的鸡蛋就会有保障。至于那
些小农场，不 管 执 行 得 怎 么
样 ，都 不 会 搅 起 太 大 的 风
浪。”云无心认为，对于消费
者来说，如果他们不愿意购买
来自于被严格监管的大养鸡
场的鸡蛋，愿意去相信小鸡场
的信誉，遇到了问题也是自己

“愿赌服输”，实在是怪不到监
管部门的头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监
管，大企业生产的东西就一定
没有问题，美国同样出现了几
亿只鸡蛋被召回的事件。这正
说明了两个问题：事后应急只
能“毖后”，不能防患于未然，所
以美国要搞出《食品现代化
法》；大企业会被“特别关照”，
尽管监管造成他们损失惨重。

“像辉瑞被罚 23 亿美元的案例
更是监管大企业的典型。23
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辉瑞一年
利润 30%，但为了净化行业，砍
掉最大的那只猴子的一只手，
会有效地让别的猴子们老实许
多。”云无心说。

让市场选择才能从善如流

负责德国大肠杆菌毒素检
测的某公司经理 Nir Nimrodi
接受采访时曾说,在西方,公众
对微生物污染,食品中毒事件
采取的是零容忍的严厉态度。
美国也有很多食品安全事件发
生，比如曾有家花生酱生产商，
其花生酱被沙门氏菌感染，从
开始的矢口否认到被迫承认很
艰难。不久，这家公司不得不
申请破产保护，因为它所有的
产品都卖不出去。

“没有哪个牌子的食物是
非吃不可的，甚至没有哪种食
物是非吃不可的。食品的替代

性很强，一个企业的产品失去
了市场，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出
来填补。”云无心说。对于食品
行业来说，如果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只要如实公布问题产品
的信息，消费者用自己的消费
行为就可以自然做出选择，优
胜劣汰的前提是信息公开、透
明、公正。“向消费者通报”这
一举措已经足以震慑整个行
业。充分利用市场的惩罚功
能，可以大大降低主管部门的
工作负荷。

主管部门应保证把食
品信息如实传达给公众

公众做出自己的消费选择
的理性依据往往诉求于监管部
门能及时、准确地公开相关的

“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该吃”。
监管不力是许多人对目前食品
安全问题严峻现状的一个归因。

没有绝对安全的食品。云
无心说，主管部门能够做到的
就是“尽力降低风险”。风险的
降低，又是以生产成本的增加
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食品的
安全风险与生产成本，是需要
权衡的两端。主管部门的立法
与执法目标，不应是“决定什么
能吃”，而是保证把食品的“科
学信息”如实地传达给公众。
比如面粉增白剂与合成色素，
不管“禁”还是“不禁”，相关部
门的决定都会受到批评。对这
种学术界认为“可以用”，而公
众中“不该用”的呼声也很高的
东西，主管部门不应简单地基
于哪方面的声音大而做出一个

“能吃”或“不能吃”的决定，而
应该尊重问题的复杂性。

云无心说，不管是美国还
是欧盟，都有一些“有争议”的
食用成分是“允许用”，但是强
制生产者如实标明是否使用的
信息。这样对于执法的要求更
高，但它是合理监管无法回避
的问题。

Q现在国人对食品添加剂
的恐慌空前，如果说美国

在食品添加剂方面有优点值
得我们学习，是什么呢？

A：一 是 食 品 添 加 剂 本
身是合格产品；二是如果食
品使用了食品添加剂就会如
实标注。

Q能否具体谈谈，美国如果
出现食品安全事件，一般

的处罚流程和措施有哪些？
A：一 般 是 企 业 召 回 产

品、FDA 发布公告、受害者索
赔。但索赔是双方和解或者
走法律途径，不是由主管部门
来进行的。美国几乎每周都
有数起食品召回信息发布，闹
到处罚或者赔偿的真不多。
多数事件，都是某个环节发现
了问题，向 FDA 报告；FDA 确
认问题，发布公告或者警告要
求企业纠正，企业“自愿召
回”。细菌超标、标注不实等，

都是食品召回的常见原因。
而在中国，食品召回还仿佛是
传奇故事。

Q在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
中，似乎给予了企业充分

的自主权。之前我有了解，其
实，许多食品企业，他们的企
业标准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企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究竟如何？

A：所有国家的企业标准
都不能低于国家标准，但是企
业标准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不
能拿这个来说事。另外，在美
国，一种新食品成分的“安全
审查”是生产者自己进行的，

“使用标准”也由生产者自己
制定，只要 FDA 对提交的材
料挑不出错就可以通过。

Q你 认 为 相 关 的 食 品 领
域 报 道 目 前 存 在 哪 些

问题呢？

A：生产者、管理者和消
费者，是食品安全相关的三
角。中国的食品现状确实不
容乐观，没有道德底线的生产
者不少，管理部门在执法和
信息公开方面也有诸多不
足。而消费者，最关心食品
安全，却又处于信息不对称
的弱势一方。媒体的天职是
如实提供信息，而不是代替
主管部门来做出判断。质疑
与批评都是应该的，但批评
和质疑需要建立在客观事实
和逻辑理性的基础上。脱离
了事实基础和逻辑理性，煽
情、歪曲、夸大、臆断，不仅无
助于现状的改善，反而让问题
更加恶化。

国内的食品报道，太多
“先定调子”，然后去选择“符
合预设立场的信息”，无视

“不符合预设立场的信息”，
有些素质低下的报道甚至歪
曲事实。

清华大学生物学硕士、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系
食品工程专业博士，现在美国从事蛋白质应用方面的研
究。与众多“专家”名目繁多的称谓不同，云无心的自
我介绍上只写着“业余时间把现代食品技术的常识介绍
给公众”，以点明自己“民间科普作者”的身份，他的文
章内容如他所说“不能提高你的厨艺，不能让你多活几
十年，没有百病不生的智慧。”云无心在不经意间就拥
有了许多权威机构无法达到的权威性。2006 年以来，
伴随着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事件，人
们记住了这位科普作者的网名，以及他平实易懂又在理
的“吃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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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云无心：关于“西瓜打针”的传说：1、通
过注射来增加红色和甜度这事儿很像儿童文学。
西瓜那么大，注射之后如何才能扩散均匀？即使
是能，需要多长时间？在此期间，西瓜不会烂掉
么？2、甜蜜素和胭脂红都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
即使真的能用它们把西瓜变甜变红，其用量也不
容易达到有害的量。

@松鼠云无心：关于依云矿泉水中的亚硝酸
盐超标：1、天然矿泉水中存在亚硝酸盐，未经处理
不与人接触跟是否超标无关；2、超标说明水质不
合格，质检有漏洞；3、国家标准 0.1ppm 足以保护
健康而且不难达到；4、喝“高档矿泉水”本来就只
有装身份的意义，跟安全无关，跟营养也无关。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