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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食品安全，事关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2月27日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说：一个三鹿奶粉，让我们付出
了很大的代价。
我们普查的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3000万名，国家为此花了20亿。
同时，给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上了为期20年的保险。
这个教训应该说是很深刻的，不是一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地方，是我们整个民族应该汲取的。
　　食品安全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为规范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这部
法律已于同年6月1日开始实施。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也于同年7月20日颁布实施。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也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食品安全法》是我国经济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理解这部法律的体系及规范内涵，对
于理解和贯彻实施这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食品安全法》教材。
本教材以我国《食品安全法》以及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力求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到科
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在我国，《食品安全法》是一部新的法律，对其基本问题及规范内容的研究还十分缺乏，没有成
体系的教材出版。
本教材填补了食品安全法教材的空白。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色：1.系统性。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范体系，本教材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
2.实践性。
本教材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采用典型案例辅之教学，
在编写体例上，结合每章内容阐释，附有思考题和典型案例分析及知识链接，以实现启发学生思考、
调动其学习积极性的目的，重视对学生食品安全法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3.前沿性。
本教材重视对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食品安全法制建设新理念和新成果的介绍，帮助学生对食品安全国
际性前沿问题的把握。
　　本书由中国农业大学于华江教授任主编，华中农业大学刘旭霞教授任副主编，中国农业大学王小
龙副教授、周超老师、杨成及华中农业大学欧阳邓亚、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刘会丽律师参加编写。
全书共分九章，对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法律制度、食
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食品生产经营法律制度、食品检验基本法律制度、食品进出口法律制度、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法律制度及外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等进行了阐释和论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食品安全法>>

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农业大学于华江教授任主编，华中农业大学刘旭霞教授任副主编，中国农业大学王小龙副
教授、周超老师、杨成及华中农业大学欧阳邓亚、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刘会丽律师参加编写。
全书共分九章，对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法律制度、食
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食品生产经营法律制度、食品检验基本法律制度、食品进出口法律制度、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法律制度及外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等进行了阐释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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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食品安全是个法律概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从社会系统工程建设的角度出发，逐步以食
品安全的综合立法替代卫生、质量、营养等分别立法。
1990年，英国颁布了《食品安全法》；2000年，欧盟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食品安全白皮书》
；2003年，日本制定了《食品安全基本法》；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各国立法都
对食品安全概念进行了法律界定。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9条第三款对食品安全概念作出了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我国食品安全概念的法律性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食品应当无毒、无害。
所谓食品无毒、无害，是指正常人在正常食用情况下摄入食品，不会造成对人体的危害。
所谓正常食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的相对性，允许少量含有，但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量标准。
这是对食品成分的安全性要求。
　　第二，食品应当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
所谓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是指食品所包含的人体代谢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
合物等营养物质，以及食品的消化率等能够发挥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不影响人体的正常代
谢。
这是对食品功能的安全性要求。
　　第三，食品应当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所谓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是指食品不能含有导致消费者产生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者慢性毒害或食源性疾病的感染性因素，也不包括危及人类后代的隐患。
这是对食品免疫和遗传的安全性要求。
　　第四，食品安全概念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
一方面，从绝对意义上看，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食品质量、营养健康有密切的联系，既有食品成分
安全的要求，又有功能、免疫和遗传安全性的要求，食品应当是对人体健康零风险的，不存在致人病
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任何一种食品，即使其成分对人体是有益的，或者其毒性很小，但如果食用过量或食用条件及方法不
合适，仍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害。
同时，一些食品的安全性常常是因人而异的，例如海产品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但其对某些人可能会
导致过敏，食用会损害身体健康。
因此，食品的绝对安全是很难达到的，食品安全的相对性表明，食品安全除了食品本身的成分、功能
及免疫安全要求之外，还取决于食品制作、食用方法是否合理，以及食用者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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