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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新型

食品安全风险

田永胜

【提 要 】 近年来 ， 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过程 中 ， 我 国爆发 了 大量的食品安

全事件 ， 凸显 出 风险社会的 鲜 明 特征 。 造成食品安全风险的 重要原 因 就在 于利 用 抗 生素 、

激素 、 食品添加剂甚至违禁药物等科技手段让食品增产 、 好看 、 好吃 ， 造成潜在 的 、 普遍

的食品安全风险 。 国 家应该重视科技造成的这种新型食品安全风险 ， 严厉禁止 已经证明有

负 作用 的科技手段 ， 降低科技在食品业 的应 用 ， 支持有机食品产 业的发挥 ， 才 能从根本上

预防这种食品安全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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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我 国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可 以看

出 ， 最多的是来 自 于食品 内部的安全危害 ， 也

就是在养殖 、 种植 、 加工 、 包装 、 贮存 、 运输 、

销售环节中 ， 深人粮食 、 蔬菜 、 水果 、 鱼 、 肉 、

蛋等食品 内部的农药 、 化肥 、 化学制剂残 留 。

这种新型的食品安全风险 ， 将对我 国人民健康

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 ， 但是 ， 尚未引 起人们 的

足够重视 。

一

、 风险社会与新型食品

安全风险

世纪 年代 ，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贝 克 （ 提 出
“

风险社会
”

理论 ，

他认为 ， 我们今天生活 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现代

性惊论的矛盾世界 ，

“

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

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 ， 同时也带来

了核危机 、 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 巨大

风险 。 工业社会运行机制 自 世纪中期以来开

始发生微妙变化 ，

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

所有生命 ， 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 当今时代与人

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 区别 ， 已经

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 。

”

他看来 ，

“

在现代社会中包括食品安全在内 的风

险所导致的市场崩溃 、 资本贬值等等 ， 是现代

化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一种负作用 。

”

随后 ，

“

风险社会
”

理论为英 国社会学家安东

尼 吉登斯 （ 等人发扬光

① 德 乌尔里希 贝 克 ： 《从工业社会 到风险社会 （ 上

篇 》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年第 期 。

德 乌尔里希 贝 克 、 威廉姆斯 ： 《关于风险社会的对

话 》 ， 薛晓源 、 周战超编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 ，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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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吉登斯认为 ， 现代风险社会与 以往传统社

会不同在于 ， 以往人类的风险多来 自 自 然界或

人类外部 ， 如地震 、 火山等是
“

外部风险
”

； 而

现代风险社会主要是指
“

被制造出 的风险
”

， 即
“

人为 的风险
”

。 在吉登斯看来 ， 所谓风险社会

是指 由于新技术和全球化所产生的与早期工业

社会所不 同 的社会特性 ， 它是现代性 的一种

后果 。

年 以 来 ， 在 全球 化 大 潮 的 推 动 下 ，

我 国恢宏浩大 的改革开放 ， 在高度压缩 的时

空里进行着 由 前工业社会 向 工业社会甚至后

工业社会 的跨越式 的转型 ， 导致包括食 品安

全在 内 的许多 问题不断爆发 ， 呈现 出
“

风险

社会
”

的 显 著 特性 。 年 的 风暴 ，

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 就 已经显示出我

国食品安全领域 中 具备风险社会 的特征 。 此

后 ， 食品安全事件被频频曝光 ： 含可致癌的孔

雀石绿水产品 ； 含可致癌的
“

苏丹红 号 辣

椒酱 、 肯德基新奥 尔 良烤翅 、 辣椒粉及方便

面 ； 含
“

瘦肉精
”

的猪 肉 ； 含禁用渔药硝基呋

喃类代谢物及多种禁用渔药的多宝鱼 ； 含三类

致癌物
“

苏丹红 号
”

的蛋制品 ；

“

三聚氰胺
”

奶粉 ； 含
“

甲醛
”

的银鱼 ； 农药超标的毒豇豆

等 ， 层出不穷 。

吉登斯认为 ， 正是科学使得人类面临着人

类 自身活动所带来的种种危险 。 他说 ：

“

科学理

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 ， 但与此 同时 ， 科学

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 ，

对这些捉摸不定的 因素 ， 我们基本上无法用 以

往的经验来消除 。

”②
由 于我们彻底抛弃了传统

的农业和食品生产方式 ， 转而大量依赖各种科

技手段和化学制剂 ， 才产生 了大量的食品安全

风险 。 有学者统计 ， 从 年到 年爆发的

食品安全事件看 ， 食 品生产 、 加工过程 中加入

的化学性因素是导致
“

问题食品
”

发生 的主要

因素 ， 占 。

③
由此 ， 中 国人熟悉了苏丹红 、

孔雀石绿 、 瘦 肉精 、 甲 醛 、 三聚氰胺 、 过氧化

苯甲酰 、 黄 曲霉素等一个个深奥 的化学名 词 ，

正如乌尔里希 贝克所说的 ：

“

在面临 巨大风险

和灾难所带来的惶恐和震颤时 ， 普通老百姓都

在兴致勃勃且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人体伦琴当量 、

乙烯 、 乙二醇等极为专业化 的名词 ， 就好像他

们真的明 白 这些词汇 的真正 含义一样 。 可是 ，

为了在这些与最普通的 日 常生活有着紧密联系

的风险和灾难中寻找 自 己 的 出路 ， 普通老百姓

又不得不这样做 。

”④ 面对层 出不穷 的食品安全

问题 ， 人们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 ， 经历 了从

无知到了解再到恐惧的过程 。 乌尔里希 贝 克

指出 ：

“

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

话 ： 我饿 ！ 另
一方面 ， 风险社会的驱动力 则可

以表达为 ： 我害怕 ！

”⑤ 在风险社会 中 ， 人们 的

生存逻辑逐渐 由工业社会的
“

我饿
”

向
“

我害

怕
”

转变 ，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焦虑伴随着对食

物的需求 。

二 、 新型食品安全风险具有

严重性危害

中 国 《食品安全法 》 对食品安全划 出 的法

律底线要求是 ：

“

食品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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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按照这个

标准 ， 我们可以 明显地看到 ， 近年来 出现的新

型食品安全问题 ， 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危害人

体健康的风险 ，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 、 亚急

性或者慢性危害 。

这种新型食品安全风险 已经不 同于传统的

食品卫生 、 质量等 问题 ， 而是随着食品科技及

相关科技 的进步而 出现并急剧增加 的 。 食品从

① 英 安东尼 吉登斯 ： 《现代性的后果 》 ， 田禾译 ， 译林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英 安东尼 吉登斯 、 克里斯多弗 皮尔森 ： 《现代性 ：

吉登斯访谈录 》 ， 尹宏毅译 ， 新华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张釜 、 王卫 、 刘达玉等 ： 《 年媒体曝光的
“

问

题食品
”

总结及分析 》 ， 《农产 品 加工学 刊 》 年第

期 。

德 乌尔里希 贝克 ：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 （上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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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德 乌尔里希 贝克 ： 《风险社会 》 ， 何博闻译 ， 译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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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的生长阶段一直到加工 、 储存 、 销售阶段 ，

使用各种合法 、 不违法甚至违法的科技手段或

化学物质 ，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内生产出更加多 、

更加真实 、 更加漂亮 、 保质期更加长 的食 品 ，

但这些科技手段和化学制剂 ， 蕴含着危害人体

健康的因素 ， 造成真实 的食品安全风险 。 这种

方式生产 出 来 的食 品 ， 使食 品从重量 、 体积 、

生长期 、 色香味等方面 ， 都要 比传统方式生产

出来的 自 然状态下 的食品好很多 ， 在满足现代

食品工业盈利 目标的 同时 ， 造成潜在的食品安

全风险 。 随着大量科技和化学添加剂加人食品 ，

我们现在看着美 、 闻着香 、 吃着爽的很多食物 ，

根本不可能通过传统的 、 自 然的生产和加工方

式形成 。 从这些年爆发的食 品安全事件 中 ， 让

我们透视到在饲养 、 生产 、 加工 、 流通环节加

人食品的化学物质造成的安全风险 ， 实际上要

远大于大家的预料 。 只不过 ， 只有极少部分食

品安全事件因 为媒体的报道或者有关部门检测

被揭露出来了 。

总的看来 ， 这种新型食品安全风险的危害

具有如下几种特征 ：

具有复合性特征

一是表现为多种食物 中 的有毒有害成分产

生复合性后果 。 我们每天吃的粮食 、 蔬菜 、 水

果 、 肉类 、 鱼类 、 蛋类和奶类 ， 品种很多 。 这

些食物中含有化肥及多种农药 、 兽药 、 渔药 、

添加剂等潜在危害人体健康的成分 。 这些种类

繁多的化学成分 ， 集 中在一起 ， 必然对人体产

生复合性的危害 。 二是表现为多种食物 中某种

有毒有害成分产生的复合后果 。 如 ： 防腐剂苯

甲酸钠广泛用于碳酸饮料 、 低盐酱菜 、 酱油 、

蜜饯 、 葡萄酒 、 果酒 、 软糖 、 食醋 、 果酱 、 果

汁 （味 ） 型饮料 、 塑料桶装浓缩果蔬汁 、 果汁

果味 ） 冰 、 预调酒 、 复合调 味料 、 半 固体复

合调味料 、 调味糖浆 、 液体复合调味料等食品

中 。 国际标准规定苯 甲 酸钠的每 日 允许摄入量

为 毫克 千克 。 如果每天吃的多种食品 中

的苯 甲酸钠加起来超标后 ， 会对人体肝脏产生

危害 ， 破坏人体细胞 的重要部分甚至致

癌 。 三是表现为有些食品添加剂本身无毒 ， 但

它与食品 中 的某些正常成分或混人食品 中 的杂

质发生 作 用 ， 形成对人体有 害 的 化学 物 质 。

如 ， 用于 肉制品防腐和发色的食品添加剂亚硝

酸盐和硝酸盐 ， 会与 肉 中 的氨基酸和胺发生化

学反 应 ， 生成严 重 致 癌 的 物 质 亚 硝 基胺 化

合物 。

具有渐进性特征

一是这种新型的食品安全风险的 出现是未

曾期望的 、 未被察觉的 、 强制性的 ， 它紧紧跟

随在现代化的 自 主性动态过程之后 ， 采用 的是

潜在副作用 的模式 。 为 了不断满足人们对食品

的需求 ， 先是用化肥增加产量 ， 后来又用农药

减少病虫害 ， 再接着发 明各种催长素 ， 现在 ，

又大力推广转基因食品 。 在这个过程 中 ， 食品

安全的风险就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大 了 。 二是

食品 中大剂量的化学制剂和食品添加剂 ， 对人

身健康的危害是潜移默化、 日 积月 累 的 。 某些

人工甜味剂 、 色素等经动物试验证实有致癌作

用 ， 如奶油黄色素可诱发大 鼠肝癌 ， 甜味剂甘

精和苯脲能引起动物肿瘤 。 面粉增 白剂超标水

解后产生的苯 甲酸会对人体肝脏造成损害 。 人

工色素会加重儿童肝脏和 胃肠 的负担 ， 干扰身

体的正常代谢 ， 从而影响孩子的正常学 习 和生

活 。 经常食用含有过多膨松剂 的食品 ， 轻者喉

咙肿痛 、 舌头生疮 ， 重者降低人的免疫力甚至

致癌 。 食品 中 的重金属残 留无法用煮沸或浸泡

清洗的方法祛除 ， 如果孕妇体内重金属含有量

高 ， 其母乳也会相应含重金属 ， 这样将遗传到

下一代 ， 重金属在人体内 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

使人生病甚至致癌 。 葡萄酒加人香料 、 色素类

添加剂 ， 会引发身体机能紊乱 ， 导致器官病变 。

由于这种食品安全风险的危害往往要经过较长

的时间积累才 出现症状 ， 不易及时发现 ， 因而

不为人们所重视 。

具有严重性特征

尽管很多食品安全风险不可能让人马上食

物中毒 ， 但是 ， 造成 的危害实际上还是 比较大

的 。 如 ， 动物性食品 中 的兽药和渔药残 留 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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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造成如下的危害 ：

一是产生致癌 、 致畸 、

致突变作用 。 药物 中 的某些化学物质可引起基

因突变或染色体畸变 ， 造成对人体的潜在危害 ，

如磺胺二 甲 嘧啶能诱发人的 甲状腺癌 ， 苯丙咪

唑类抗蠕虫药能造成人的细胞染色体突变和致

畸胎作用 ， 磺胺类能破坏人的造血系统等 。 二

是导致中毒 。 添加违禁兽药 ， 造成动物产品 的

药物残 留严重超标 ， 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隐形

杀手 。 三是产生过敏反应 。 现在 ， 我 国每年大

约使用近 万吨抗生素饲养动物 ， 青霉素 、 磺

胺类药物及 四环素等抗生素通过动物产品进入

人体 ， 使部分人产生过敏反应 。 如 ： 牛奶 中青

霉素和磺胺类药物残 留 引起皮肤过敏和荨麻疹

的报道屡见不鲜 。 四是导致耐药性 。 长期食用

抗生素残 留 的动物性食品 ， 造成抗生素的耐药

性问题 ， 不仅使抗生素的疗效减弱 、 使用剂量

增大 、 疗程延长 、 复发率高 ， 而且还易 引起并

发症 ， 甚至使抗生素失去疗效 。 五是促使性早

熟 。 动物性食品 中 的性激素残 留对儿童 、 青少

年的生长发育极为不利 。 很多专家认为在大 中

城市中孩子性成熟提前 ， 与动物性食品 中 的激

素残留有很大关系 。

具有不可感知性特征

一是食品安全的风险更加隐蔽 。 随着科技

的发展与进步 ， 导致食品风险的非传统不确定

性因素大大增加 。 但是 ，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感

知某种食物的农药 、 兽药 、 渔药 、 添加剂等有

毒有害物质残留水平 ， 也难以知道汞 、 砷 、 铅 、

铬 、 镉等重金属残 留水平以及氟化物等非金属

残留水平 ， 更不知道食品包装储运过程 中产生

的保鲜剂 、 催熟剂 以及包装材料 中 的有害化学

物等的污染水平 。 贝克就举例道 ：

“

我可以买蘑

菇吗 ？ 出 自 这个或那个地区 的色拉凉拌菜有毒

吗 ？ 食物会因此变成危及生命的毒药吗 ？ 那时 ，

在这样一些极其一般的问题上 ， 人们时时刻刻

就跟瞎子似的一无所知 ， 并且完全依赖于专家

们种种相互矛盾的陈述 。

”

二是难以感知食品安

全风险的伤害性 。 面对如此众多 的新型食品安

全风险 ， 即使某种食品 中 的化学成分对人们的

健康会造成伤害 ， 普通消费者也很难度量究竟

哪种食品对 自 己 造成的什么样的伤害 。 另 外 ，

由于有毒有害成分对人们健康的伤害往往不是

某一次消费的结果 ， 而是一段时期甚至是长期

持续消费的累计结果 ， 人们很难把某种伤害与

某种具体的食物联系在一起 。 三是食品安全问

题的风险要依靠高科技才能检测 。 只有科学技

术专家才能对严重风险和灾难是否存在作 出鉴

别 、 判断和解释 。 从怎样应对 到判断苏

丹红是否有毒 ， 从如何检测特氟隆到认定

是否致癌等问题 ， 我们都得依赖专家 、 依靠一

大批设备仪器 ， 才能检测 出人类的感知器官根

本无法感知到的风险因素 。

三 、 新型食品安全风险的

化解之道

在发展市场经济 、 转向工业文明 的过程中 ，

尽力减轻或化解这种大量食品安全风险 ， 保障

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和生命安全 ， 是中 国未来

发展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 吉登斯就认为 ，

我们面临的风险 ，

“

已经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

主义之分 。 风险既是我们生活 的动力机制 ， 也

是我们面临 的新两难困境的 中心难题 。

……在

机遇和风险之间 ， 能否达到有效的平衡 ， 就取

决于我们 自 己 了 。

”③ 面对这种新型食品安全风

险 ， 只有我们积极应对 ， 才能最大程度化解其

危害性 。

确立食品安全优先的发展观

首先 ， 重视新型食品安全风险的危害 。

“

人

权
”

最重要的 内容是生存权 ， 而食品安全权乃

是生存权的基石 。 现在 ， 这种新型食品安全风

险已经危害到人民的生存权 ， 年 ， 全 国看

① 圣海 ： 《 向 肉食说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德 乌尔里希 《 贝 克 、 威廉姆斯 ： 《关于风险社会的对

话 》 ， 薛晓源 、 周战超编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 ，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英 安东尼 吉登斯 ：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

复兴 》 ， 郑戈 、 渠敬东 、 黄平译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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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次达 亿人次 ， 比 年增加 亿人

次 ， 增长 住院人数 万人 ， 比

年增加 万人 ， 增长 。 卫生部部长陈

竺指 出 ， 我 国心脑血管病 、 糖尿病 、 癌症等慢

性疾病的患病人数约 亿人 ， 因慢性病死亡的

人数已 占到 因病死亡人数 以上 。 人民 的健

康状况恶化 ， 与这种新型食品安全风险有一定

的关系 ， 政府部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危害

的严重性 ， 采取切实措施减少和化解这种风险 。

其次 ， 改变重食品产量轻食品安全的发展观念 。

防范和化解这种食品安全风险 ， 迫切要求政府

改变单纯重视食品产量增加以推动 增长的

发展观念 。 我 国 已经解决 了人 民 的温饱 问题 ，

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吃得安全。 为此 ， 宁可

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导致食品安全风险 的食品 ，

也不能盲 目推动现有食品生产规模的扩大 。 再

次 ， 建立领导 、 监督 、 应对食品安全风险 的机

制 。 以保障食品安全和人 民健康为标准 ， 制定

政策限制或禁止化肥 、 农药 、 兽药 、 渔药 、 激

素药品和化学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 ， 对违规售

卖 、 使用高危农药者要作 出严厉的处罚 ， 鼓励

和引导食品技术往生态化 、 安全化转 向 ， 从源

头来化解科技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 。

大力促进无公害食品 、 绿色食品 、 有机

食品的发展

近年来 ， 我国逐渐建立起无公害食品 、 绿

色食品 、 有机食品等多种食品质量体系 ， 特别

是有机农业不使用农药 、 化肥 、 化学合成激

素 、 化学除草剂等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 有机

食品不采用辐射处理 、 不使用化学合成 的色

素 、 防腐剂 、 维生素 、 添加剂等物质 。 这样 ，

就从食品源头和加工过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有

毒有害物质的添加 ， 将这种新型食品安全风险

消除在生产过程 中 。 为 了 提高 我 国 的食 品 安

全 ， 政府应该尽快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

一是应

尽快制订优惠政策 ， 把现在补贴农民购买化肥

的钱用于鼓励农 民 生产无公害食 品 、 绿色食

品 、 有机食品 ， 对农业企业 、 农户进行无公害

农牧产品生产技术指导 ， 扶持一些有影响 的无

公害或者有机农产品初加工龙头企业 ， 促进无

公害农产品产业 、 绿色食品产业和有机食品产

业发展 ； 鼓励各科研院所参与无公害食品 、 绿

色食品 、 有机食品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 加

强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 ， 带动无公害食

品 、 绿色食品 、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发展 。 二

是参照国际标准修订完善无公害食品 、 绿色食

品 、 有机食品生产和加工技术规范 ， 规范无公

害食品 、 绿色食品 、 有机食品 的认证 、 生产和

质量控制 ， 保障无公害食品 、 绿色食品 、 有机

食品的健康发展 。 三是加强与国际的合作与交

流 ， 借鉴国际上食品安全管理的有益经验 ， 大

力发展我国的无公害食品 、 绿色食品 、 有机食

品产业 。

严密防范新型食品安全风险

从食品 的生产 、 加工 、 管理 、 贮运 、 包装

到销售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监控 ， 防范这种新型

食品安全风险 。

一是尽快完善食品卫生安全标

准 ， 改变我 国 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数量严重不

足且比国际标准低很多的现状 ， 如我国仅对

种农药在 种食品 中规定了 个允许残留量

的指标 ， 而国际食品法典对 种农药在 种

食品 中规定了 条农药最高残 留标准 。 二是

统一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 改变现有 的食品安全

检测标准分为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 、

企业标准 ， 标准之间 的交叉 、 重复甚至相互矛

盾的状况 。 三是提高检测技术和设备 的水平 。

国外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日 益趋向于高技术化 、

系列化 、 速测化 、 便携化 。 我 国 的大部分检测

部门在食品分析上虽 已采用 、 、

等设备 ， 但国际公认的 、 还

远未普及 ， 且超痕量分析等高技术检测手段也

十分缺乏 。 应该尽快提高食品检测技术和设备 ，

才能防范不法企业利用科技造成食品安全的风

险 。 四是依法打击新型食品安全风险的制造者 。

我国的 《科技进步法 》 第二十九条 明确规定 ：

“

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 、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

危害人体健康 、 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

开发活动 。

”

同时 ， 第七十三条规定 ：

“

造成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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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损失或者其他损 害 的 ， 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应该依法惩

处滥用科技手段和各种化学物质危害食 品安全

的始作俑者及受益者 ， 使其他人不敢滥用非食

品领域的科技进行食品生产 、 加工 、 储藏和销

售 ， 从而大大降低危害公 民生命和健康食品安

全事故 。

改变消费者的食品观念

降低和化解新型食品安全风险 ， 离不开广

大消费者的参与 。

一是必须大力普及食 品安全

知识 ， 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 为 了避免造成

社会公众因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风险而产生惶

恐 ， 政府必须在 巨大 的食 品安全风险来临前 ，

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 食品安全风险涉及到

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 现在 ， 国 民对食品安全风

险的认识非常少 ， 每当爆发某种食品安全事件

时 ， 才在短时间 内注意 自 己 的食品安全 ， 根本

没有意识到如何避免大量现存的新型食 品安全

风险 ， 难以对 自 身的食品安全状况做出 准确判

断 。 如果让广大消费者知道食品安全风险的存

在形式 ， 那么 ，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 时 ， 就会改

变仅考虑价格便宜而不考虑食 品安全的倾 向 ，

就会拒绝购买价格便宜的具有潜在风险的食品 ，

这样 ， 就压缩了这种新型食品 的生存空 间 ， 也

配合政府迅速有效地化解食品安全风险 ， 促进

了食品安全程度 的提升 。 二是教育消费者要购

买安全系数高的无公害食品 、 绿色食品和有机

食品 。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 ， 引 导广大消 费者选

择无公害食品 、 绿色食品 和有机食品 ， 这样 ，

也会同 时影响参与科技革命活动 的科技人员 ，

促使他们树立正确 的科技观 ， 研发 出 大量既能

够促进食品生产 ， 又能够兼顾食品安全的科技

产品 ， 使科技 向着推动人与 自 然和谐共荣的方

向发展 。

确保食品安全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

重要条件 ， 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条件 。 因此 ， 政府必须把保障食品安全摆在重

要的战略地位 ， 从源头构建统一的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体系 ， 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 ， 采取有效的

措施 ， 化解新型食品安全风险 ， 共同构筑一个

强有力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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