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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食品安全法》明确界定各主体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王丛虎  
 

  实现食品安全领域各个主体责权利合理配置是实现食品安全的首要保证。2015年 4月 24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食品安全法的决定。新修改的《食品安

全法》共十章、154条，将于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领域各主体的
责任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 
  从源头预防、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该对食品安全承担主要责任。从事食品和食品相关的生产、加工、储

存、运输，以及餐饮服务、初级农产品等组织和个人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食品安全的

主体责任人。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风险源头，也是食品安全信息的最大拥有者和掌

控者。在食品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中，只有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和最严

厉的赔偿性惩罚与制裁的责任制度，同时加大违法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查处力度，才能形成强大的

威慑力，进而从源头预防、降低食品安全的风险。为此，此次《食品安全法》修改进一步落实了

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对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如新《食品安全法》第 123条规定：对于用非食品
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

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的，法律责任如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该对职权范围内的监管工作负主要责任。在社会共治中，政府处于主导

地位，人民政府及其食品安全监管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负主要责任。这主要表现

为：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承担对食品安全总体规划、顶层设计、法律政策制定、监督协调等政

治责任；而地方政府及其食品监管的职能部门应该承担起对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风险预防和沟

通、监督管理、违法违规制裁、落实责任等具体法律责任和组织责任。但是，考虑到地方政府可

能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尤其是食品生产和经营涉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强化地方

政府及其食品监管职能部门的责任就显得更加重要。为此，此次《食品安全法》修改专门设置了

相关条款，加大对于地方政府不履职或乱作为的法律责任和制裁力度。如新《食品安全法》第 144
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有隐瞒、

谎报、缓报食品安全事故；未按规定查处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接到食品安全事故报告未及时处理，

造成事故扩大或者蔓延等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

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 
  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 
  食品安全领域的专业技术部门应该对其行为负责任。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评估、检验检测组

织作为技术部门必须提供客观、科学的检验检疫报告，并对其提供的报告真实性、科学性承担法

律责任。除此之外，还应该不断进行组织学习、技术创新，对提升其检验检测的能力负职业道德

责任。为此，此次《食品安全法》修改也加强了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等机构的责任，如新《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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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第 138条规定：食品检验机构、食品检验人员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由授予其资质的主管
部门或者机构撤销该食品检验机构的检验资质，没收所收取的检验费用，并处检验费用五倍以上

十倍以下罚款，检验费用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依法对食品检验机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检验人员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检验人员给予开除处分。 
  与食品行业领域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承担行业自律、规范引领、标准确定等行业和专业性规

范制约的组织责任。为此，新《食品安全法》第 9条规定：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按
照章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奖惩机制，提供食品安全信息、技术等服务，引导和督促食品生产经

营者依法生产经营，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

织对违反本法规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进行社会监督。 
  作为普通消费者，社会大众也应该对食品安全尽一份道德责任，这主要表现为社会大众要不

断增强对于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的掌握，同时承担起对不尽职的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监管者举报

的道德责任。新《食品安全法》也强调了这方面的内容，如第 12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
权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

见和建议；同时第 13条还规定了激励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