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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召回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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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完善食品相关法律制

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成为当务之急. 分析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食品召回相关法

律法规上位法与下位法、新法与旧法有冲突;食品召回主体范围过窄;食品召回监管部门不明确,责
令召回执法力度不足;企业诚信体系不完善,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建议进一步完善食品召回的法律

制度体系;扩大食品召回主体的范围;建立和健全食品企业信用法律制度;提高召回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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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2 年 11 月份肯德基用“速成鸡冶作为原料鸡

丑闻被曝光,再次提醒人们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

召回制度的确已迫在眉睫. 据报道,农户饲养的“速
成鸡冶所食饲料由饲料公司统一供应,因其中添加

了大量的抗生素等成分,故“速成鸡冶只需要 45 d 便

可以从雏鸡长成成品鸡,若长期食用会对人的身体

健康造成损害. 根据上海食品安全办公室的调查,
2010 年、2011 年两年间,肯德基所属集团百胜集团

在自检过程中,移送检测机构检测的供应商六和集

团 19 批次原料鸡肉样本中,有 8 批原料鸡肉抗生素

残留超标,而检测机构已经将所有检测报告均送达

百胜集团. 按照我国现行关于食品召回的法律规

定,肯德基集团在发现原料鸡肉抗生素残留的问题

后,应当主动自行实施食品召回. 但百胜集团和肯

德基集团却从未向消费者通报此事,更没有采取任

何关于召回或者警示的补救措施. 直到 2012 年 11
月“速成鸡冶事件被曝光后,百胜集团才承认关于六

和集团 8 批次原料鸡肉不合格的检测结果没有主动

向政府通报也未告知公众,“速成鸡冶的质量确实存

在问题[1] .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的《食品

召回管理规定》第 4 条的规定,召回是指食品生产

者对由其生产原因造成的某一批次或类别的不安全

食品,应按照规定程序,通过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

消费说明等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

害[2] . 食品召回制度在发达国家是一项很成熟的制

度,被政府、公众和食品经营企业普遍接受,尤其是

在强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美国,食品召回作为预防

和减轻不安全食品危害最后的堡垒,在政府部门的

监督下,食品经营企业发现食品存在安全问题或者

存在安全隐患时往往会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告,主动

采取召回措施. 肯德基集团作为美国的本土餐饮企

业,对召回制度本应熟知,但在中国食品监管制度

下,在发生安全隐患时却隐瞒检测结果,未采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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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措施,任由不合格的食品流入市场,这反映出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和食品召回问题上存在重大缺陷.

1摇 我国食品召回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召回制度是在借鉴西方国家完善的召回制

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先在缺陷汽车产品领域实

行产品召回制度. 而在食品领域开始实施召回的标

志是 2002 年 11 月北京实行“违规食品限期追回制

度冶 [3] . 2006 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

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和比较具有操作性的食品召回

规定:《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缺陷食品召回

管理规定(试行)》 [4] . 随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发布了《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
定》). 该《规定》对“不安全食品冶的范围、食品召回

主体、食品召回程序、食品召回的方式和法律责任等

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同时《规定》表明,我
国食品召回方式有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两种,食品

召回的主体仅限于食品生产者,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部门负责召回的监管. 2009 年《食品安全法》颁布,
其在第 53 条中对我国食品召回进行了原则性的规

定. 依 53 条规定,食品召回的主体为食品生产者和

食品经营者,召回的监管部门是质量监督、工商行政

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5] . 据此,我国现行食

品召回制度,主要由《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产品质量法》、《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等法

律规范构成.
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食品召回制度,但因我国

食品召回制度建立时间较短,食品生产企业和消费

者对食品召回的接受度不高. 从近几年食品召回制

度实施的情况来看,极少有企业主动召回不安全食

品. 而根据相关资料,美国每年有 300 多次影响比

较大的食品召回事件,同样,加拿大政府和企业平均

每年进行约 350 次食品召回[6] . 在我国,实施的影

响比较大的食品召回事件仅三鹿奶粉召回事件一

件[7],且在食品召回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问题频出.
从 2008 年的“三聚氰胺冶事件[8] 到 2012 年的“毒胶

囊冶事件[9]、“塑化剂冶事件[10] 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中都未见到企业主动召回的行为,通常是在事件曝

光后,在舆论和政府部门的压力下才做出事后的召

回行动. 食品召回制度对于消除不安全食品对公众

的危害具有预防性功能[11],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发现

其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时主动采取召回措施,可以避

免不安全食品更多地流入市场,从而能有效预防食

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然而在肯德基“速成鸡冶等食品

安全事件中,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远未发挥其应有

的预防作用.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行政监管部门在

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一般仅

仅是采取停止销售、责令下架等措施,但对于已进入

流通领域的食品却鲜有责令召回的行为. 如 2012
年 5 月媒体曝光“双汇冶香肠经检测质量不合格后,
菌落总数超标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香肠仍在商场

销售[12] .
目前,我国食品召回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1)食品召回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冲突,亟需重新

整合立法. 目前规制食品召回的法律规范主要是

《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和《食品安全法》,两者在食品

召回的主体和监管机构的规定上存在冲突. 从两者

立法关系上来看,《食品安全法》属于立法层级较高

的新法,《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召回的主体为食品

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监管部门为质量监督、工商行政

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5] . 《食品召回管理规

定》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部门规章,
从法律的适用范围上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不一

致,规定质量监督部门负责食品召回的监管. 从规

定的内容上,《食品安全法》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

可操作性,《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内容则比较详细

具体,但法律层级较低. 而且《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较《食品安全法》早颁布和实施,两者立法又存在新

法与旧法的冲突. 随着 2013 年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的改革,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主

要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13],因此重新修订我国

《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召回制度的相关细则,为统一

食品召回监管部门提供法律依据,也成为新形势的

需要.
2)召回主体局限于生产者,不利于召回的实

施. 我国现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规定食品召回的

主体是食品生产者,虽然食品安全责任的最终承担

者是生产者,但食品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多环节的

复杂过程,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食品溯源机制的

情况下,很多食品无法查明生产者或者生产者根本

无力承担召回责任. 单纯依靠生产者召回,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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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召回的成本,另一方面排除了其他食品经营

者的安全检查责任,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3)召回监管部门不明确,责令召回执法力度不

足,效果不明显.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规定, 质

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是食

品召回的监管机构. 目前也仅仅有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制定了具体的召回规定,其他部门至今

还未曾出台关于召回的规则. 实践证明,多个部门

监管召回,比较容易造成重复监管和监管缺失,即在

部门利益的驱使下,各部门行使监管权力时重复执

法,履行监管义务时相互推诿,最终导致责令召回的

效果不显著. 如 2013 年 3 月“美素丽儿奶粉事件冶
被曝光 ,而早在 2012 年 11 月问题奶粉就已经被查

处,在被查处后将近 4 个月的时间里美素丽儿奶粉

一直在市场上销售[14],从未有任何政府监管部门责

令其召回,显示出我国食品召回监管的缺位.
4)企业诚信体系不完善,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食品企业诚信或者信用体系的建立将大大增加食品

企业违法的成本,可以比较长远的影响企业的效益.
但因为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企业违

法成本较低,在食品出现质量问题后往往不会为了

公众的利益主动实施召回,反而选择瞒报,反映了企

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相比之下,国外企业在自查自

检中发现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后,受完善的信用体系

的制约和社会责任的约束,一般会主动及时发出召

回令,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信用风险和处罚风险.
例如 2012 年 1 月,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自曝其橙汁

饮料含杀菌剂———多菌灵[15],并主动及时地启动食

品召回程序[16],避免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倘若

我国也建立起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食品企业信用体

系,增大企业违法成本,像肯德基一样的跨国企业就

不会在我国境内在召回问题上采取瞒报措施.
在市场经济下,根据“成本收益理论冶,企业违

法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也影响着企业的召回行为. 如

果违反召回规定的成本远低于其违法的收益,企业

当然会铤而走险实施违法行为. 根据《食品召回管

理规定》第四章的规定,违反召回规定的企业,最高

要支付 3 万元的行政罚款[17] . 而根据加拿大的相

关法律法规,违反召回规定的将会受到相当严厉的

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违反主动召回要承担相应

的行政责任,若是违反了强制召回的规定则可能构

成犯罪,违法者可能最高被判处罚款 5 万加元或者

监禁 6 个月,甚至两者可以并罚[18] . 同时,在我国,
同 3 万元的违法成本相比,召回主体的守法成本却

是巨大的. 因为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尚处在起步阶

段,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食
品召回的成本不仅仅是召回食品本身的损失,更大

的是食品企业的声誉下降和市场份额的损失,同时,
上市公司还要承担市值的损失. 如“速成鸡冶事件被

曝光后,百胜集团的股价不断下跌,肯德基中国最近

披露的财务报告显示,其 2013 年第一季度的同店销

售额下降 24% [19] . 在巨大的召回成本压力下,多
数企业选择隐瞒食品安全隐患,低调处理问题产品,
对质量问题的发现和查处存在侥幸心理.

2摇 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完善

我国食品召回制度起步较晚,面对日益严峻的

食品安全形势,有效实施和发挥食品召回制度的作

用成为形势的需要. 因此,亟需利用《食品安全法》
重新修订的契机,对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进行改进

和完善.
2郾 1摇 完善食品召回的法律制度体系

笔者认为,应将“食品召回冶作为《食品安全法》
的单独章节对食品召回制度进行确认和细化,同时

重新修订《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鉴于后者立法层级

较低,有必要由国务院进行立法,如颁布《食品召回

管理条例》. 同时还需要对后者的内容进行修订,使
后者的立法与其上位法 《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相

统一.
为适应 2013 年进行的监管机构改革,我国应对

《食品安全法》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食品召回的监

管主体,确立单一部门的集中式食品召回监管体制,
全面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要依据权责相一致

的原则,赋予监管部门更大的监管和处罚权力. 现

阶段,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比较完善的监管模式,在国

家层面设立统一的食品召回协调机构,赋予其较大

的权力,负责协调做具体工作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对全国的食品召回事件负责. 事实上,单一部门负

责监督管理食品召回工作,集中式的组织管理机制

也逐渐成为世界食品召回的发展趋势[20] .
2郾 2摇 立法扩大食品召回主体的范围

因我国召回主体仅限于食品生产者,范围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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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 笔者建议,食品批发商、零售商以及进口商也

应成为食品召回的主体,食品召回主体的范围应当

立法予以扩大. 因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生产是一

个多环节的过程,批发商和零售商应当承担流通环

节的质量安全责任和召回义务,同时,销售商发现食

品安全隐患进行召回食品会更加及时,可以有效减

少不安全食品对公众的危害. 进口商对其进口的境

外不安全食品负召回义务,有利于减少境外食品企

业拖延召回的风险[21] .
2郾 3摇 建立和完善食品企业信用法律制度

食品企业信用系统对于企业的发展和长期利益

有很大的影响,要将主动召回作为考核企业诚信和

信用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对违反召回规定的单位

要进行及时通报,降低其信用等级. 这样可以极大

增加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 食品企业信用系统的建

立是一个综合性工程,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相互协

作和沟通,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机构协调各部门信

息,加强信息的征集汇总. 信息的收集和汇总发布

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具体负责部门与操

作程序应该在《食品安全法》及相关《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的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做到有法可依,权责

分明.
2郾 4摇 在《食品安全法》中提高召回违法成本

目前,违反召回规定最高 3 万元的行政处罚还

不足以起到震慑食品经营者的作用,因此要大幅度

加大违反召回规定的行政处罚力度,不仅要提高行

政处罚的数额,还要根据情况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和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

证和执照、拘留等行政措施,必要时对刑法进行修

订,将拒不召回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提高违反召回

规定的成本.

3摇 结束语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 食品召回制度作为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

生和避免食品安全损害范围扩大的一项重要措施,
因在我国确立时间较短,其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

的较为原则,不具有操作性. 同时存在相关法律法

规冲突、监管主体不明、召回主体过窄、违法成本过

低的问题,影响了食品召回作用的发挥. 2013 年

《食品安全法》修订在即,食品召回制度必将成为主

要修订内容之一. 建议在整合法律规定、统一监管

主体、扩大召回主体、增加违法成本方面对我国《食
品安全法》进行相应的修订,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

召回制度,发挥食品召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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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of China蒺s Food Recall and Improving Measures

HAO Lin鄄lin,摇 BU Yan鄄bing
(School of Law,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requent food safety incidents in our country seriously endangered people蒺s life
and health. Therefore, perfecting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of food and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become the urgent matter.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hina蒺s food recall system are
the conflicts of superior and inferior laws and regulations or new and old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narrow
food recall range, unclear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insu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the imperfect enterprise
credit system and enterprise credit system, and the low violation cost.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current food recall system were given in this paper. The legal
system of food recall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the scope of food recall subjects should be enlarged. Moreo鄄
ver, the legal system of food enterprise credit can be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and the violation cost of
food recall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food recall; food safety law;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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