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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                陈泽民     

三全集团董事长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上海交大陆伯勋食品安全研究中心顾问

会和十周年成果展，作为研究中心的老朋友，我表示

最衷心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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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

民对食品的消费也在加速升级——由生存型向健
康型、安全型、享受型转变，由单一化向丰富化、
多元化递进。消费者对高品质和大品牌的追求，
不仅要求食品企业在安全研发及健康生产等方面
下更大气力，而且有利于促成消费者和食品企业
之间积极正向的供需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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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问题就是吃的问

题，本身并不复杂，但
由于层出不穷的安全事
故，使企业这一市场参
与者变成了矛盾焦点，
承受起越来越重的社会
监督和批评。那么，作
为食品生产从业者，我
们企业该怎么样看待和
保障食品安全呢？



一、  企业如何看待

 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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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转变观念，正确认识食品安全的成本 

地沟油 毒豇豆 硫磺姜http://www.china-aicc.org

    对于企业和产品而言，安全是最好的
投资，食品安全创造价值，创造百年老店，
创造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企业长期生
存和保持旺盛活力的思想基础。 



2.遵纪守法，依法履行义务并维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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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25日，新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发布。
作为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
代表，我曾多次参与食品
法规的修订，包括此次被
称为“史上最严”的新食
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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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

• 对生产者处罚力度空前；

• 监管者本身出现问题要追责；

• 检测部门出具虚假报告等要追责；

• 新闻媒体如报道不实要承担连带责任；

例：5月26号召开的“净化网络环境——打击食品谣言研讨会”
即是良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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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新法中对企业进行复检机构的
选择有了新的规定。以前，是由企业在复检名
录里面选择复检机构；新法中明确是由质量监
管部门在公布的复检机构随机确定复检机构。
这有助于杜绝食品生产中可能存在的“潜规则”
现象，是对企业行为和消费者利益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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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条款就是
红线、底线，谁破了
这个底线，法律就要
惩罚他，用法治去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比
监管执法自由裁量更
有力度。安全的食品
来源于生产，但监管
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一个有良心的、遵纪守法的企业，不会在产品中
搞非法添加，害人害己。企业既是食品的生产者，也是
食品的第一消费者。一个缺少道德良心的企业，连自己
的产品都不敢放心食用，那如何让消费者放心呢？“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己的产品首
先要我们自己食用，给我们的父母、儿子、孙子，给家
人吃。生产者对产品生产过程最了解，他对自己产品放
心了，消费者就更放心了；消费者放心了，企业自然就
发展了，社会矛盾自然就减少了。

http://www.china-aicc.org

3.明确定位，企业是第一责任人、

   第一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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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是食品安全
第一参与者，第
一责任人，第一
消费者，也是第
一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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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业如何保障

 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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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建立现代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

     我国农业受落后小农经济的制约，难以
满足现代食品企业的需求，所以，改变农村落
后面貌对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工业4.0”
的概念，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等技术
的运用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生产、研发、销售、
风险交流等全过程的高效透明管理，有利于保
障食品安全。



http://www.china-ai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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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要树立科学化、常态化的风险            

    意识
  自2009年食品安全法
发布实施以来，我国食
品安全水平有了一些提
高，但是食品安全事件
和误读依然存在，这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风险交
流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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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强调食品安
全各利益相关方要共同努力做好风险交流工
作，明确“国家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平
台”，规定了政府部门必须把信息告知老百
姓，通过科学的风险交流使各方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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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借助媒体传播，当下市场的透明
度越来越高，每个自媒体分子都可能成为负
面信息的引爆点，所以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必
须提高风险交流意识，通过缜密专业的数据
搜集和风险评估实现风险控制与管理。

      从而帮助企业科学合理地进行决策，
为企业提供安全的生产经营环境，确保企业
顺利实现生产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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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要确立广宣传，重科普的主体  

   意识

   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本身

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对
此，企业需要做好危机
管理和科普宣传。



    

http://www.china-aicc.org

     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公众
传递正确翔实的信息，在日常市场维护中主
动配合政府、社会、媒体和专业机构，灵活
多样的开展各项食品安全知识科普教育活动，
增强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引导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的正确认知和判断能力，用我们的
诚信和爱心，向社会、向消费者提供优质的
产品，安全的产品，放心的产品，重塑食品
安全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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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食品安全无国界，广泛交流有利于
食品安全事业进步。食品安全是全社会的责任，
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政府、专家学者、研
究机构、协会商会都应该各尽其责，齐抓共管，
确保食品安全！而我们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
责任人，第一消费者，第一受益人，更应当与政
府、媒体、消费者共同缔造安全的食品生态，更
好的为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