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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食品安全伦理建设路径

韩作珍

兰州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韩作珍在来稿中指出 ：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所以 ， 只有企业 、 政府 、 消 费者 、 科技人员 以及新闻媒体等利益相关者

从思想上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 并 自觉履行预防食品安全的道德责任 ，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

加强企业的 自律与诚信建设

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 也是最主要的防范者 。 企业作为
“

经济人
”

与
“

社会人
”

统一体 ， 既有追求利润

最大化的经济使命 ， 同时还要积极承担为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承担相应责任和履行相应义务的道德使命 。

二 ） 加强政府行政伦理建设

虽然说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 但是没有政府严格的监管 ， 单靠企业道德 自觉却难以生产出安全的食品 。

所以 ， 政府必须健全行政监管体系 ， 坚持以人为本 ， 将伦理观念渗透于立法 、 执法以及行政监管之中 ， 充分发挥法

律扬善抑恶的功能 。

三 ） 提高消费者的道德主体意识

食品安全的预防也离不开消费者 ， 因为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 也是食品安全真正的检验者 ， 消

费者是保卫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 这就要求消费者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 积极

提高道德主体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 ， 自觉联合起来 ， 形成强大的市场监督力量 ， 用 自 己强大的力量和合理的消费方

式来督促 、 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质量安全 、 价格合理的食品 。

四 ） 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

从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可以看出 ， 几乎都是人为不当运用科学技术及科技产品所产生的后果 。 所以 ， 我们

应重新加强科研人员职业道德和专业操守建设 ， 确保其研究及其技术运用应坚持人道主义原则 、 不伤害原则及社会

效益至上原则 。

五 ） 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与监督

新闻媒体是民众了解社会的一扇窗 口 ， 其本质是客观 、 真实 ， 这是媒体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灵魂 。 媒体应

当坚持社会正义 ， 尊重客观事实 ， 如实报道 ， 尤其在一些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热点新闻面前应 当坚守住职业道德 ，

还原事实真相 ， 使民众对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清楚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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