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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评判标准规范、统一。
国家应编制一套严密的食品召回操作实施细则，统一对缺陷食品或者不安全食品的界定和评估标准，
不至出现标准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
对食品召回过程中的责任人以及其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应有明确规定。
让有关责任主体以及管理部门在具体食品召回中确切知道应该履行什么职责和义务，尤其重要的是知
道不实施召回的法律后果。
 3.立法明确召回分级规定。
我国的食品召回分级现在主要是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的第18
条规定。
但是该规定没有明确不同级别的食品召回的对象层面范围有多宽，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
，对于属于一级召回的食品，应当通过相关媒体向公众公布召回通知书，召回层面延伸至消费购买者
、使用者层面和食品最终达到的地方，实施一级召回，应当向食品监管机关提交召回报告，并在提交
之日起24小时内制定并提交召回计划及召回通知书，并在72小时内完成对缺陷食品的召回工作。
对于二级召回的食品，召回层面与一级召回相同，但应在7天内完成召回工作。
对属于三级召回食品的召回，召回层面根据情况可延伸至批发或零售商层面。
属于二级、三级召回的食品，应当在提交报告之时起72小时内制定并提交召回计划及召回通知书。
召回通知书的范围应当覆盖予以召回的范围，保证食品批发、零售者及消费者能够及时了解召回的有
关事项。
将食品召回分级处理。
既有利于正确的确定缺陷食品的危害程度，及时化解风险，同时避免了事态的扩大，造成社会成本的
浪费和社会秩序的动荡。
 （三）完善对召回食品的后续处理规定 《食品安全法》第53规定：“食品生产者应当对召回的食品采
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将食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县级以上质量监督部门报告。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单纯相信和依靠食品生产者完成召回问题食品的复杂工作，并自觉进行补救
，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销毁，很难做到。
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执法监督细则，要防止问题食品在被召回后再次回流到
流通领域，避免类似湖南“毒大米事件”中的有毒大米又回流到市场的现象。
要立法明确对召回食品的生产者进行必要的督促和监督，如督促食品生产者将召回过程记录和召回总
结报告报经食品监管机关审阅，总结报告可以由监管部门向公众公示。
食品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食品信息追溯处理系统对召回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处理意见。
被回收的食品数量必须在食品监管机关登记备案，对于销毁的产品，须有食品监管部门派员监督，可
以规定重新加工后再度投放市场的食品要向食品监管部门出示食品安全鉴定的合格证明。
国家各级食品监管机关建立相应的明察暗访制度，及时准确地了解问题食品召回的落实情况和后续处
理情况，确保取得实效。
在食品召回后续处理的监管主体范围上可以通过立法规定成立问题食品后续处理第三方专业机构，专
门负责问题食品召回事宜，立法推动群众和舆论行使监督权，充分调动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力量监
督被召回食品的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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